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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评

价

的

类

别

设置原则 本项目情况

地

表

水

水力发电：引水式发电、涉及调峰发电

的项目；

人工湖、人工湿地：全部；

水库：全部；

引水工程：全部（配套的管线工程等除

外）；

防洪除涝工程：包含水库的项目；

河湖整治：涉及清淤且底泥存在重金属

污染的项目。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不涉及

水力发电、人工湖、人工湿地、

水库、引水工程等内容。不开展

地表水专项评价。

地

下

水

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全部；

地下水（含矿泉水）开采：全部；

水利、水电、交通等：含穿越可溶岩地

层隧道的项目。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不涉及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采等内容，

不涉及地下水开采、不穿越可溶

岩地层隧道，故不开展地下水专

项评价。

生

态

涉及环境敏感区（不包括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

及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注：“涉

及环境敏感区”是指建设项目位于、穿

（跨）越（无害化通过的除外）环境敏

感区）。

本项目有 N25、N26、N35、N36、
N37、N38、N39、N40、N41、
N42、N43、N44共 12座塔基占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中的勐仑子

风景名胜区；N7~N9、N33~N37
线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故本项

目需开展生态专项评价。

大

气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全部；

干散货（含煤炭、矿石）、件杂、多用

途、通用码头：涉及粉尘、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的项目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不属于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不属于干

散货（含煤炭、矿石）、件杂、

多用途、通用码头项目，不涉及

粉尘、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故

本项目不开展大气专项评价。

噪

声

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运输业涉及环

境敏感区（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

育、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

的项目；

城市道路（不含维护，不含支路、人行

天桥、人行地道）：全部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不属于

交通运输行业，不属于城市道路

项目，故不开展噪声专项评价。

环

境

风

险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全部；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全部；

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线（不含城镇

天然气管线、企业厂区内管线），危险

化学品输送管线（不含企业厂区内管

线）：全部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不属于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项目，不属于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项目，不属

于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线，

危险化学品输送管线，故不开展

环境风险专项评价。

注：需生态、噪声专项评价的为表中所列项目类别中涉及环境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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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环境敏感区是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针对

该类项目所列的敏感区。“涉及”是指建设项目位于、穿越、跨越环境敏

感区，或环境影响范围涵盖环境敏感区。

根据上表，本项目不设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噪声和环境风险专项

评价。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输变

电工程的环境敏感区指“第三条（一）中的全部区域（国家公园、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第三条（三）中的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

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本工程穿越风景名胜区，因此设生态环境

影响专项评价。

规划情况

洛科大寨、洛科新寨 2座光伏电站已列入《云南省能源局关于加快推

进新能源项目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能源水电〔2023〕153号）中加

快投产项目清单。

2023年 7月 4日，华能澜沧江（景洪）新能源有限公司向云南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规划部（乡村振兴办）提交了《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

电站并网申请受理通知书》。

2023年 8月 22日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云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等 3座光伏电站接入

系统方案的意见》（云电规划〔2023〕510号）同意云南电网公司规划建

设研究中心（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新能源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报送西

双版州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洛科新寨和大渡岗乡大荒田 3座光

伏电站接入系统方案的函》（规划建设研究（2023)368号）

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

情况

该规划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及规

划环境影

响评价符

合性分析

该规划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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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符合

性分

析

1.1项目占地情况说明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云南电网规划建

设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2008〕142号》：“对 220千伏及以下项目，只

对变电站用地进行预审”。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

程（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线型工程部分途经现状地类为：水田、果园、茶园、橡胶园、乔木林

地、公路用地、农村道路、河流水面，该项目线型工程部分途经永久基本农田，

途经生态保护红线，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送

出线路塔基建设部分涉及的现状地类为：果园、橡胶园，该项目塔基建设部分

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根据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位于勐腊县勐仑镇。塔基用地面积约为 4.22亩，根据提供的用

地范围线套合勐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线’划定成果，该项目塔基用地不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1.2产业政策及城乡规划符合性分析

1.2.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2024年 2月 1日

起实施）中第一类鼓励类（四、电力—2、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

（2）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符合性分

析

根据《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项目与其符

合性见表1.2-1：

表 1.2-1 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序

号
要求（摘录） 项目情况

是否属

于负面

清单

1 禁止建设不符合全国和省级港口布局

规划以及港口总体规划的码头项目，

该项目不涉及港口与码头项

目，不属于过长江通道项目。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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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建设不符合《长江干线过江通道

布局规划》的过长江通道项目。

2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

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投资建设旅游和生

产经营项目。禁止在风景名胜区核心

景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投资建设与

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项目。

项目不在风景名胜区核心景

区，涉及风景名胜区已进行基

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

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穿越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选址方

案论证报告。

不属于

3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岸线

和河段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

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以及

网箱养殖、畜禽养殖、旅游等可能污

染饮用水水体的投资建设项目。禁止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的岸线和河

段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

物的投资建设项目。

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 不属于

4

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岸线和

河段范围内新建围湖造田、围海造地

或围填海等投资建设项目。禁止在国

家湿地公园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挖

沙、采矿，以及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投资建设项目。

项目不涉及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国家湿地公园。
不属于

5

禁止违法利用、占用长江流域河湖岸

线。禁止在《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

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岸线保护区和保

留区内投资建设除事关公共安全及公

众利益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供水、

生态环境保护、航道整治、国家重要

基础设施以外的项目。禁止在《全国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划定的河

段及湖泊保护区、保留区内投资建设

不利于水资源及自然生态保护的项

目。

项目不涉及岸线保护区和保

留区。
不属于

6 禁止未经许可在长江干支流及湖泊新

设、改设或扩大排污口。
项目不设置排污口。 不属于

7 禁止在“一江一口两湖七河”和 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开展生产性捕捞。

项目不涉及生产性捕捞。 不属于

8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重要湖泊岸线一

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

工项目。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

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

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冶炼渣库

和磷石膏库，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

保护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项目属于输变电类基础设施 不属于

9
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

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制

浆造纸等高污染项目。

项目属于输变电类基础设施 不属于

10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现

代煤化工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
项目属于输变电类基础设施 不属于

11 禁止新建、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项目属于输变电类基础设施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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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令禁止的落后产能项目。禁止新建、

扩建不符合国家产能置换要求的严重

过剩产能行业的项目。禁止新建、扩

建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根据表 1.2-1，项目不属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

年版）中负面清单内容。

（3）与《云南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实施细则》相符性分析

根据云南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实施细则（试行，2022年版）分

析如下表1.2-2。

表 1.2-2 与《云南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实施细则（试行，2022年版）》符合

性分析

相关内容 项目建设情况
是否

符合

一、禁止建设不符合全国和省级港口布局规划

以及港口总体规划的码头项目。

该项目不涉及港口与码头项

目，不属于过长江通道项目
符合

二、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投资建设项目，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

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

生产性建设活动。除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项

目、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军事国防项目以及农牧民基本生产

生活等必要的民生项目以外的项目。生态保护

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

活动。（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

分工负责）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及勐

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审查

意见，项目塔基用地不涉及

生态红线。该项目属于能源

不属于开发性、生产性建设

活动。

符合

三、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

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

挖沙等活动；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

生产经营活动；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

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在自然保护区的

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

景观的生产设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严禁任

何生产经营活动；新建公路、铁路和其他基础

设施不得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尽量避免穿

越缓冲区；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

区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省林草局、

省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 符合

四、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开山、采石、开

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

地貌的活动以及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

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禁止违反

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

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

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

项目涉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

区。但本项目不属于风景名

胜区内禁止项目，本项目不

进行开山、采石、开矿、开

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

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以及

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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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筑物；禁止在风景名胜区从事与风景名

胜资源无关的生产建设活动；风景名胜区内的

水源、水体应当严加保护，禁止污染水源、水

体，禁止擅自围、填、堵塞水面和围湖造田等；

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省林草局负责）

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的设施；且本项目不违反

风景名胜区规划。

五、禁止擅自征收、占用国家湿地公园的土地。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禁止在国家湿地公园内开

（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截断湿地水源；

挖沙、采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

圾；从事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

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

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

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

物，引入外来物种；擅自放牧、捕捞、取土、

取水、排污、放生等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

活动。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

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进行

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

动。（省林草局、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

责）

本项目不涉及国家湿地公

园。
符合

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

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

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

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

用水水体的活动。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

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

染饮用水水体。（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按

职责分工负责）。

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
符合

七、禁止违法利用、占用长江流域河湖岸线。

禁止在《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划定的岸线保护区和保留区内投资建设除事关

公共安全及公众利益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

供水、生态环境保护、航道整治、国家重要基

础设施以外的项目。除国家明确支持的重大建

设项目、军事国防类项目、交通类项目、能源

类项目、水利类项目、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或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支持和认可

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外，禁止

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投资建设项目。重大建

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需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对占用的必要性、合理性

和补划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严格论证，按照“数

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稳定”的要求进行补

划，报自然资源部用地预审，依法依规办理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和法定程序修改相应的

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

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项目不涉及长江流域河湖岸

线。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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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禁止在《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

划定的河段及湖泊保护区、保留区内投资建设

不利于水资源及自然生态保护的项目。禁止在

金沙江、长江一级支流建设除党中央、国务院、

国家投资主管部门、省级有关部门批复同意以

外的过江基础设施项目；禁止未经许可在长江

流域、九大高原湖泊流域新设、改设或扩大排

污口，除入河（海）排污口命名与编码规则。

（HJ1235-2021）规定的第四类“其他排口”外。

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以

及从事围湖造田、围湖造地或围填海工程。（省

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本项目不涉及金沙江、长江

一级支流；不涉及长江流域、

九大高原湖泊流域。本项目

为输变电项目，不设排污口，

不涉及围湖造田、围湖造地

或围填海工程。

符合

九、禁止在金沙江、赤水河、乌江和等水生动

植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长江流

域禁捕水域开展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禁

止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禁止截断

湿地水源、挖沙、采矿、引入外来物种；禁止

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

禁止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省

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本项目不涉及湿地生态系

统，本项目为输变电项目，

不进行以上禁止行为。

符合

十、禁止在金沙江、长江一级支流（详见附件

1）岸线边界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

和化工项目。新建化工园区充分留足与周边城

镇未来扩张发展的安全距离，立足于生态工业

园区建设方向，推广绿色化学和绿色化工发展

模式。化工园区设立及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由省

级业务主管部门牵头组织专家论证后审定。（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

本项目属于清洁能源的辅助

工程，输变电项目，不属于

化工项目。

符合

十一、禁止在金沙江干流岸线 3公里、长江（金

沙江）一级支流岸线 1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

扩建尾矿库、冶炼渣库和磷石膏库，以提升安

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省

应急厅、省生态环境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本项目不涉及金沙江干流岸

线 3 公里、长江（金沙江）

一级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

且不进行新建、改建、扩建

尾矿库、冶炼渣库和磷石膏

库等活动。

符合

十二、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石

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制浆造纸等高

污染项目。禁止新增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

行业建设产能，确有必要建设的，应按规定实

施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省发展改革委、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

责）

本项目不属于在合规园区外

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

工、焦化、建材、有色、制

浆造纸等高污染项目。

符合

十三、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现代

煤化工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禁止列入《云

南省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

改造名单》的搬迁改造企业在原址新建、扩建

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加强搬迁入园、关闭退

出企业腾退土地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确

保腾退土地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

本项目不属于新建、扩建不

符合国家石化、现代煤化工

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且

不属于列入《云南省城镇人

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搬迁改造名单》的搬迁改

造企业在原址新建、扩建危

险化学品生产项目。

符合

十四、禁止新建、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 本项目不属于法律法规和相 符合



9

令禁止的落后产能项目，依法依规淘汰不符合

要求的电石炉及开放式电石炉、无化产回收的

单一炼焦生产设施，依法依规淘汰不符合要求

的硫铁矿制酸、硫磺制酸、黄磷生产、有钙焙

烧铬化合物生产装置和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生产线。禁止新建、扩建

不符合国家产能置换要求的严重过剩产能行业

的项目。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禁止建设高毒高残留以及对环境

影响大的农药原药生产装置，严格控制尿素、

磷铵、电石、焦炭、黄磷、烧碱、纯碱、聚氯

乙烯等行业新增产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

责）

关政策明令禁止的落后产能

项目，不使用不符合要求的

电石炉及开放式电石炉、无

化产回收的单一炼焦生产设

施，依法依规淘汰不符合要

求的硫铁矿制酸、硫磺制酸、

黄磷生产、有钙焙烧铬化合

物生产装置和有机—无机复

混肥料、过磷酸钙和钙镁磷

肥生产线；本项目不属于不

符合国家产能置换要求的严

重过剩产能行业的项目，不

设高毒高残留以及对环境影

响大的农药原药生产装置，

不使用尿素、磷铵、电石、

焦炭、黄磷、烧碱、纯碱、

聚氯乙烯等。

根据表 1.2-2，项目不属于《云南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实施细

则（试行，2022年版）》中负面清单内容。

1.3项目“三线一单”的符合性

1.3.1项目与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符合性分析

（1）与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云政发

〔2018〕32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

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

2207号）以及与勐腊县自然资源局“三区三线”查询核实，本项目线性工程

部分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

表1.3-1 本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名称 法规 符合性分析

《关于以改善

环境质量为核

心加强环境影

响评价管理的

通知》（环评

〔2016〕150
号）

“一、强化“三线一单”约束作用——（一）生

态保护红线是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

态功能必须实行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相关规

划环评应将生态空间管控作为重要内容，规划区

域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在规划环评结论和审查

意见中应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要求，提出相

应对策措施。除受自然条件限制、确实无法避让

的铁路、公路、航道、防洪、管道、干渠、通讯、

输变电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外，在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内，严控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依法不予审批

新建工业项目和矿产开发项目的环评文件。”

相符

本项目为输变电

项目，项目仅线性

工程部分跨越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

生态保护红线区

域内无永久占地，

并取得了景洪市

人民政府及勐腊

县人民政府允许

有限人为活动的

允许

《关于生态环

境领域进一步

“二、加快审批制度改革，激发发展活力与动力

——（五）进一步提高环评审批效率，服务实体

相符

本项目为输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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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放管服”

改革，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环

规财〔2018〕86
号）

经济。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主动服务，提前指导，

开展重大项目审批调度，拉条挂账形成清单，会

同行业主管部门督促建设单位尽早开展环评，合

理安排报批时间。优化审批管理，为重大基础设

施、民生工程和重大产业布局项目开辟绿色通

道，实行即到即受理、即受理即评估、评估与审

查同步，审批时限原则上压缩至法定的一

半。实施分类处理，对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

项目一律加快环评审批；对审批中发现涉及生态

保护红线和相关法定保护区的输气管线、铁路等

线性项目，指导督促项目优化调整选线、主动避

让；确实无法避让的，要求建设单位采取无害化

穿（跨）越方式，或依法依规向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履行穿（跨）越法定保护区的行政许可手续、

强化减缓和补偿措施。”

项目，无法避让生

态保护红线。项目

已采取高空架线

等无害化跨越方

式，尽量减少对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

的影响。

《关于在国土

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的指

导意见》

“二、科学有序划定——（四）按照生态功能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

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

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

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主要包

括：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

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

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因国家重大能

源资源安全需要开展的战略性能源资源勘查，公

益性自然资源调查和地质勘查；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监测和执法包括水文水资源监测及涉水违

法事件的查处等，灾害防治和应急抢险活动；经

依法批准进行的非破坏性科学研究观测、标本采

集；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活

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的必

要公共设施建设；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

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

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重要生态修复工程”。

相符

本项目为线性基

础设施建设，已纳

入景洪市国土空

间规划。项目线路

跨越生态保护红

线部分已取得景

洪市人民政府及

勐腊县人民政府

“允许有限人为

活动的初步认定

意见”。

《关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试

行）》

（自然资发

〔2022〕142号）

符合性分析

一、加强人为活动管控

（一）规范管控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

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要

管控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

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以下对生态功能不造成

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

照法律法规执行。

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

线性基础设施、通讯和防洪、供水设施建设和船

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等活动；已有的合法水利、

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

（二）加强有限人为活动管理。上述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范围内有限人为活动，涉及新增建设用

地、用海用岛审批的，在报批农用地转用、土地

相符

本项目为线性基

础设施建设，已纳

入景洪市国土空

间规划。项目线路

跨越生态保护红

线部分已取得景

洪市人民政府及

勐腊县人民政府

“允许有限人为

活动的初步认定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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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海域使用权、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时，附

省级

人民政府出具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

为活动的认定意见；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用海

用岛审批的，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无明确规定

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监管办法。上述活动

涉及自然保护地的，应征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或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意见。

二、规范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用地用海用岛审批生

态保护红线内允许的有限人为活动和国家重大

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涉及临时用地的，按照自

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有关要求，参

照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规定办理（临时用地一

般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

勘查需要临时用地、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

农田的，在不修建

永久性建（构）筑物、经复垦能恢复原种植条件

的前提下，土地使用者按法定程序申请临时用地

并编制土地复垦方案，经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批准可临时占用，并在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

案），严格落实恢复责任。

《关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

理工作的通知》

（ 云 自 然 资

〔2023〕98号）

一、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审批管理

（一）实行有限人为活动准入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

动；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

性健身活动，复核法律法规前提下，仅允许对生

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有限人为活

动范围按照《有限人为活动准入名录》进行管控。

有限人为活动应尽避让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地、世界自然遗产地、重要湿地、九大高原

湖泊生态黄线内等特殊领域，确实无法避让的应

符合法律法规。

（二）规范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有限人为活动认

定工作

1.在用地预审选址阶段，由州（市）自然资源部

门出具用地预审初审报告，并明确是否属于生态

保护红线内允许有人为活动，报有权机关办理用

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2.在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

收报批阶段，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超过10公顷

的建设项目、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自

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世界自然资产地重要湿地、九大高原湖泊生态黄

线内等特殊区域，用地单位组织编制涉及生态保

护红线不可避让性论证报告，由州（市）人民政

府组织相关部门级专家进行审查论证并出具初

步认定意见；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小于等于10
公顷且不涉及以上特殊区域的，由州（市）人民

政府出具初步认定意见。省自然资源厅在征求省

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意见后

出具审核意见，报请省人民政府出具认定意见。

相符

本项目为线性基

础设施建设，已纳

入景洪市国土空

间规划。项目线路

跨越生态保护红

线部分已取得景

洪市人民政府及

勐腊县人民政府

“允许有限人为

活动的初步认定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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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有限人为活动

监管应严格控制有限人为活动强度和规模，尽量

避免对生态功能造成破坏。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按照《准入名录》认定，并

出具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认

定意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结合职能职责按现行

法律法规及要求办理有关手续，县（市、区）人

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做好后期生态保护监管。

（2）与环境质量底线的符合性

本项目属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不属于排污性项目，在严格按照设计规范基

础上，采取本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后，各项污染因子能够达标排放，不会改

变区域环境质量等级，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

（3）与资源利用上线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所需资源为土地资源，选址已获得基诺乡及勐仑镇人民政府同意，

符合资源利用上线要求。

1.3.2项目与云南省“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项目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1.3-2。
表1.3-2 项目与云南省“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项目 文件要求 符合性分析 结论

生态

保护

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执行省人民

政府发布的《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将未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重要湿地、基本草原、生态公益

林、天然林等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

区域划为一般生态空间。

项目线路跨越生态保

护红线部分已取得景

洪市人民政府及勐腊

县人民政府“允许有

限人为活动的初步认

定意见”。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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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质量

底线

水环境质量底线：到2020年底，全省水环境

质量总体良好，纳入国家考核的100个地表

水监测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III类）的

比例达到73%以上、劣于V类的比例控制在

6%以内，省级考核的50个地表水监测断面

水质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九大高原湖泊水

质稳定改善，达到考核目标；珠江、长江和

西南诸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分别达到68.7%
、50%和91.7%以上；州市级、县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分

别达到97.2%、95%以上；地级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95%以上。到2025年
，纳入国家和省级考核的地表水监测断面水

质优良率稳步提升，重点区域、流域水环境

质量进一步改善，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巩固改善。到2035年，

地表水体水质优良率全面提升，各监测断面

水质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消除劣V类水体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稳定达标。

距项目较近的地表

水体为勐哈河、热水

河属于罗梭江的一

级支流，经补远江最

终汇入澜沧江，根据

评价按照支流不低

于干流的要求，水质

参照《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
02）中II类水质标准

执行，项目施工期产

生的废污水经处理

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营运期不产生废水

，项目不会降低周边

地表水环境质量。

符合

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到2020年底，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优良，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较2015年下降1%；细颗粒物（P
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等主要污染

指标得到有效控制；州市级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7.2%以上。到2025年，环境空气质量稳中

向好，州市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到2035年，环境空气质量全面

改善，州市级、县级城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

项目区无工业企业分

布，环境空气质量良

好；本次环评提出了

施工期的大气污染物

防控措施，在落实这

些措施后，项目建设

和运行对环境空气的

影响小。

符合

土壤环境风险防控底线：到2020年底，全省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

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到8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不低于

90%。到2025年，土壤环境风险防范体系进

一步完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

块安全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到2035年，土壤

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

全面管控。

按照导则，项目不属

于需要开展土壤环境

影响评价的范畴；项

目建成后，塔基位置

不占用基本农田，不

占用生态红线，且项

目无土壤污染途径。

因此，不会对土壤环

境造成污染。

符合

资源

利用

上限

水资源利用上线：到2020年底，全省年用水

总量控制在214.6亿立方米以内。

项目属于新能源开发

运输，不涉及水资源

利用。

不冲

突

土地资源利用上线：到2020年底，全省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584.53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低于489.4万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

制在1154万公顷以内。

项目仅线路跨越永久

基本农田，永久基本

农田区域内无永久占

地和临时占地

不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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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上线：到2020年底，全省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4%，能源消费

总量控制在国家下达目标以内，非化石能源

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42%。

项目为利用太阳能进

行发电配套送出线路

工程，建成后，小供

电区域不可再生能源

利用比例。

不冲

突

生态

环境

准入

清单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和有

关政策，根据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分情况，

明确总体管控和分类管控要求，制定各类管

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差别化生态

环境管控措施。

1、项目符合国家和云

南省现行产业政策。2
、项目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标准和有关政策开

展前期工作，本环评

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对项目设计、施工和

运行提出具体要求及

需要落实措施。

不冲

突

一般

生态

空间

优先

保护

单元

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

要任务，参照主体功能区中重点生态功能区

的开发和管制原则进行管控，加强资源环境

承载力控制，防止过度垦殖、放牧、采伐、

取水、渔猎、旅游等对生态功能造损害，确

保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涉及占用一般生态空

间的开发活动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没有明

确规定的，加强论证和管理。

1、项目为利用太阳能

进行发电的配套送出

线路工程，不涉及开

发利用不可再生能源

，且太阳能属于清洁

能源。2、项目不涉及

垦殖、放牧、采伐、

取水、渔猎、旅游等

对生态功能造成损害

活动。3、项目对地表

扰动很小，不会造成

自然生态系统不稳定

。

符合

农业

面源

污染

重点

管控

单元

围绕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加强农业农村污染

防治，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农村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开展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农

田径流污染防治，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推行

生态种植模式，推广使用测土配方施肥、生

物防治、精细农业等技术，严格控制高耗水

、高耗肥作物种植，实现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

项目为利用太阳能进

行发电的配套送出线

路工程，沿线不占用

基本农田，不占用生

态红线。塔基位置不

占用耕地，对当地农

业影响较小。本次评

价已对塔基占地提出

相应保护措施。

不冲

突

一般

管控

单元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项目建设和运

行应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

管理规定。

1、本次环评已提出各

要素的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

2、项目符合国家和云

南省现行产业政策。

符合

1.3.3项目与西双版纳州“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2021年 8月 10日，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发布《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西双版纳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西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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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号）。本次评价对照《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分析项目相符性。

根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对基诺山巴卡村洛

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项目与西双版纳州“三线一单”符合性

情况的回复》（详见附件 6）：“经进行叠加分析，涉及西双版纳州“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管控单元（2023版）中的景洪市生态保护红线优先保护单元、一般生态空间优先

保护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勐腊县生态保护红线优先保护单元、一般生态空间优先保护

单元乡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本项目与《西双版纳州生态环

境局关于印发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2023年）的通知》

（西环发〔2024〕18 号）符合性对照表详见表 1.3-3。
表1.3-3 本项目与《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2023 年）》符合性分

析

分

类

管控领

域
管控要求 符合性分析

生

态

环

境

管

控

总

体

要

求

空间布

局约束

1.科学合理有序引导退出“三超”（超海拔 950
米以上、超坡度大于 25 度、超规划区域范围）

橡胶种植。2.严格控制河流周边开发建设活动，

河流管理范围内原则上仅允许开展水利工程、

市政管线、 道路桥梁、综合防灾、河道整治、

园林绿化、生态景观等公用设施建设，有序清

退河道管理范围内违规建构筑物。3.新建、改

建、扩建“两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碳排放达峰目标、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

入条件、环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4.严控“两

高”项目及行业产能，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

剩产能压减力度。加强水泥行业氮氧化物减排

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推进烟气减排工程建

设。5.落实云南省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要求，处

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

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符合

本项目不属于橡

胶种植产业；本

项目建设不处于

河流管理范围

内；本项目符合

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和相关法

定规划，废水不

外排，不产生废

气，固废全部回

收处理；本项目

不属于“两高”

项目；本环评已

对本项目提出生

态恢复及减少污

染的防治措施。

Administrator
以文件名称为准

啪嗒啪嗒啪嗒嘭
本段为文件中引用，已修改

Administrator
可以搜索后全文删除

啪嗒啪嗒啪嗒嘭
已更改文件并重新分析

Administrator
对照版纳生态管控分区文件的内容进行分析

啪嗒啪嗒啪嗒嘭
已重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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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推进澜沧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

保障干流水质稳定达到Ⅲ类。2.引导制造业企

业入园入区，建设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实现“集

中治污”。工业集中区内企业应做到“清污分

流、雨污分流”，实现废水分类收集处理，并

对废水进行预处理，达到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管

要求后，方可接入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鼓励有条件的园区实施区域中水回用。3.排污

单位应依法持有排污许可证，并严格按证排污。

对超标或超总量的排污单位一律限制生产或停

产整治。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要符合国家或

地方排放标准；有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应依

法依规执行。4.重点开展制糖、酒精、屠宰、

橡胶加工和水泥等行业总量控制。5.加强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完善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系统，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改善澜沧江及

其支流的水环境质量。6.完成橡胶加工企业废

气（臭气）综合整治，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构

建较为完善的“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违法严

惩”的橡胶加工行业全流程环境管理体系。7.
加快“无废城市”建设，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

治责任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工业固体

废物管理台账。8.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强化高

污染燃料源头治理，对全州高污染燃料持续开

展专项整治工作，建立长效机制。9.严格落实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要求，引导重点行业实施

清洁生产改造，到 2025 年底，重点行业企业

基本达到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符合；

本项目施工期产

生的废水采用沉

淀桶沉淀后回

用，做到污水不

外排，本项目运

营期不产生污

水。

环境风

险防控

1.建立健全跨州、市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

件联防联控机制。建立跨国界水体风险防范体

系，强化沿边发展区的跨境河流的水环境风险

防范。2.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响应和区域

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完善预警分级标准体系，

明确分级响应措施。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大范

围重污染天气时，统一发布预警信息，有关城

市按级别启动应急响应措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3.针对重有色金属矿山和暂不开发利用的

污染地块，每年制定风险管控计划，实施以防

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措施，按照年度

计划实施风险管控和相应的管理。14.加强环境

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制定和完善突发环境事

件和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提

高风险防控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符合；

本项目建设内容

主要为输电线路

架设工程，主要

施工工序为基础

施工、铁塔组立

和架线施工等。

施工过程中除了

燃油外不使用其

他有毒、易燃或

易爆物质，本工

程环境风险是可

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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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

1.降低水、土地、矿产资源消耗强度，强化约

束性指标管理。2.推进澜沧江、流沙河、南凹

河、南腊河等主要水系岸线保护，适度提高建

成区岸线利用效率。3.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严格用水总量、强度指标管理，严格

取水管控，建立重点监控取水单位名录，强化

重点监控取水单位管理。全州年用水总量、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等指标达到省级要

求。4.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耕地

保护红线。坚持节约用地，严格执行耕地占补

平衡等制度，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和单位面积产

出水平。5.全州单位 GDP 能耗强度降低目标

达到省级要求

符合；

本项目属于输变

电项目，建成后

对地区供能起重

要作用；本项目

各施工点较分

散，各个施工点

用水量较少，施

工用水在施工场

地附近的溪流或

河沟取或采用水

车拉水；本项目

占地特点为零星

分布，且每个塔

基仅四个桩基为

实际占地，塔杆

下耕地仍可补

种，对耕地的影

响较小。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生

态

环

境

准

入

清

单

各

县

（

市

）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按《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

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

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
142 号）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生态环

境厅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23﹞98
号）执行。后续若国家和省生态保护红线相关

管控政策发生调整，按调整后的管控办法执行。

符合。

本项目涉及景洪

市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编号
ZH53280110001
）、勐腊县生态

保护红线优先保

护单元（编号
ZH53282310001
），本项目塔基

永久占地不占用

生态保护红线，

仅线路跨越，经

论证不可避让。

项目线路跨越生

态保护红线部分

已取得景洪市人

民政府、勐腊县

人民政府“允许

有限人为活动的

初步认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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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生

态

空

间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一般生态空间优先保护单元以保护和修复生

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要任务，参照主体

功能区中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开发和管制原则进

行管控，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控制，防止过度

垦殖、放牧、采伐、取水、渔猎、旅游等对生

态功能造成损害，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涉

及占用一般生态空间的开发活动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加强论证和管

理。2.暂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自然保护地按

照相关保护地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生态公益林

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云南省地方

公益林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天然林依据《国

家林业局关于严格保护天然林的通知》（林资

发〔2015〕181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的通知》（厅字〔2019〕39 号）；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依据依据《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

办法》等进行管理。

相符；

本项目涉及景洪

市一般生态空间

优先保护单元

（编号
ZH53280110002
）、勐腊县一般

生态空间优先保

护单元（编号
ZH53282310002
）

饮

用

水

源

地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地下水管理条例》《云南省地

下水管理办法》等进行管理。

不涉及

各

县

（

市

）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项目建设和运行

应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

规定。

相符；

本项目涉及景洪

市一般管控单元

（编号
ZH53280130001
）、勐腊县一般

管控单元（编号
ZH53282330001
）本项目符合产

业准入要求，无

总量控制指标。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生

态

勐

腊

县

乡

镇

生

活

污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对不符合准入要求的既有

项目，依法依规实施整改、退出等分类治理方

案。促进企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

资源集约利用。

本项目涉及勐腊

县乡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单元

（编号
ZH53282320004
）本项目选址选

线已选址已获得

基诺乡及勐仑镇

人民政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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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准

入

清

单

（

勐

腊

县）

染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1.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

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2.加快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因地

制宜的选择污水处理工艺。3.大力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回收利用，建立分类投放、收集、运输、

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

本项目输电线项

目，无生产性废

水外排，项目不

设置排污口，不

需申领排污许

可，不会恶化澜

沧江、南腊河、

罗梭江和流沙河

等重点流域区域

水环境质量。

1.4相关环境保护规划符合性分析

与本项目相关的环境保护规划包括：《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云南省生

态功能区划》《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十四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西

环发〔2022〕22号）。

1.4.1项目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云政发〔2014〕1号文）将云南省国土空间

分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三种区域。项目位于景洪市

基诺乡和勐腊县勐仑镇，景洪市属于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勐腊县属于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聚集经济和人口条件

不够好，生态系统十分重要，关系全省乃至全国更大范围生态安全，不适宜进

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需要统筹规划和保护的重要区域。项

目区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位置关系图见附图 5。

本项目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开发和管制原则

符合性分析见表 1.4-1。

表 1.4-1 本项目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符合性分析

类别 文件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符

性

1发展

方向

扩大保护区范围，加强对热带雨林和

重要保护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严禁砍

伐森林和捕杀野生动物

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

范围，已提出管理措施，禁

止捕杀野生动物；项目正在

办理林地使用手续

相符

2开发

和管制

原则

对各类开发活动进行严格管制，尽可

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不得

损害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性

本项目建设不会破坏当地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

性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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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矿产资源、发展适宜产业和建设

基础设施，都要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空

间范围之内，并做到林地、草地、湿

地、水面等绿色生态空间面积不减

少。新增公路、铁路建设规划必须严

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应事先规划

好动物迁徙通道。在有条件

的地区之间，要通过水系、绿带等构

建生态廊道，避免形成“生态孤岛”

本项目为新建架空输电线

路，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仅塔基为永久占地，占

地面积小；施工期结束后对

各临时用地进行复绿，可做

到绿色生态空间面积不减

少。

相符

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集约节约农村居

民点用地，腾出更多的空间用于维系

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城镇建设与工

业开发要依托现有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相对较强的城镇集中布局、据点式

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原则上

不再新建各类开发区和扩大现有工

业开发区的面积，已有的工业开发区

要逐步改造成为低消耗、可循环、少

排放、“零污染”的生态型工业区。

本项目不属于工业项目，不

属于城镇开发建设项目

不涉

及

实行更加严格的产业准入环境标准，

严把项目准入关。在不损害生态系统

功能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适度发展

旅游、农林牧产品生产和加工、休闲

农业等产业，积极发展服务业，根据

不同地区的情况，保持一定的经济增

长速度和财政自给能力。

本项目不属于旅游、农林牧

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产

业，不属于服务业。

不涉

及

在现有城镇布局基础上进一步集约

开发、集中建设，重点规划和建设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县城和

中心镇，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引导一

部分人口向城市化地区转移，一部分

人口向区域内的县城和中心镇转移。

生态移民点应尽量集中布局到县城

和中心镇，避免新建孤立的村落式移

民社区。

本项目建设不涉及该区域

的城镇布局。

不冲

突

加强县城和中心镇的道路、供排水、

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条

件适宜的地区，积极推广太阳能、生

物质能等

本项目属于洛科大寨光伏

发电工程的辅助工程，对推

广该区域的太阳能发展和

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着

巨大的推动作用。

符合

1.4.2与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的符合性分析

项目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和勐腊县勐仑镇，项

目区与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规划位置关系图见附图 6。

由图可见，项目区属于《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中的 I季风热带北缘热带



21

雨林生态区、I1 西双版纳南部低山盆地季节雨林生态亚区、I1-1澜沧江下游低

山宽谷农业生态功能区。项目在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情况见表 1.4-2。
表 1.4-2 本项目所在地的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分区单元
主 要 生 态 特

征

主要生态

环境问题

生 态

环 境

敏 感

性

主要生

态系统

服务功

能

保护措施与

发展方向生态

区

生态亚

区

生态功

能区

I季
风热

带北

缘热

带雨

林生

态区

I1西双

版纳南

部低山

盆地季

节雨林

生态亚

区

I1-1 澜

沧江下

游低山

宽谷农

业生态

功能区

大部分地区为

海拔 1000米
以下的低山宽

谷，坡度平缓。

热量和雨量充

沛，地带性植

被为热带季节

雨林和季雨

林，地带性土

壤为砖红壤

旅游业造

成的环境

污染和热

带景观破

坏

生境

极为

敏感

以热带

经济作

物为主

的生态

农业和

以热带

风光为

主的生

态旅游

防止水土流

失和土地退

化；注意保护

特有的热带

景观和民族

文化风情，防

止由于旅游

带来的生态

环境破坏

本项目为 110kv 送出线路建设，项目主要影响是水土流失和植被占用损

失。根据占地统计分析，项目塔基永久占地面积为 0.26hm2。项目占地面积小，

影响范围较小，塔基占地不涉及热带季节雨林，评价区范围内的保护植物距离

较远，在采取施工人员教育、张贴警示等保护措施后，对保护植物无影响，且

项目区不属于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或活动廊带，不会对亚洲象的活动产生影

响。

由于项目建设具有零星点状分布的特点，项目用地涉及耕地的，在复垦后

仍可进行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微小。项目塔基用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公益林等用地。在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恢复植被后，可

有效避免或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云南省生

态功能区划》要求。

1.4.3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西双版纳实施方案》符

合性分析

2014年 5月 7日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印发《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西双版纳实施方案》（西政发〔2014〕18号）。

规划要求：到 2030年，使全州的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保护区功能

得到充分发挥，形成类型齐全、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效益明显的自然保护地

网络体系，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各类生态系统良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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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建立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律体系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机制，使

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自然保护区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制度，

管理能力能够满足管理需要；主要外来入侵生物基本得到控制，生物多样性得

到根本性保护；巩固提升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合作成果，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实现生态兴边睦邻。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建设项目，属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占地少，采用

高空架线的方式设施输电线路，不会对当地自然植被造成明显影响。项目区域

存在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项目建设不会对各类保护动植物生境

造成影响。

因此，项目符合《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西双版纳实施方

案》远期目标。

1.4.4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十四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西

环发〔2022〕22号）符合性分析

2022年 6月 14日，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印发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十四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本工程与其符合性分析如下：

表1.4-3 项目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十四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符合性分析

西环发〔2022〕22号 本工程情况 符合性

巩固提

升大气

环境质

量

推进重点行业脱硝，鼓励清洁利用。严控“两高”

项目及行业产能，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

压减力度。加强水泥行业氮氧化物减排适用技术

的推广和应用，推进烟气减排工程建设。推进煤

炭清洁利用。修定完善全州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

围；强化高污染燃料源头治理，对全州高污染燃

料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建立长效机制。

本工程为输变电

项目，属鼓励类，

不属于“两高”项

目，运营期无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

排放

不涉及

加大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行业整治力度。

督促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使用企业

制定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辅材料替代计划。制

定重点监管企业动态名录，对重点行业涉挥发性

有机物的企业进行分级管理。鼓励涉挥发性有机

物重点排污单位排放口在线监控系统建设和无组

织排放监控系统建设。针对臭氧污染高发时期开

展常态化挥发性有机物走航监测，识别污染片区

，全面落实无组织排放管控标准要求，强化企业

治污指导帮扶和执法监督。

本工程为输变电

项目，不属于石化

、印刷等重点行业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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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锅炉污染排放管控。推进天然气锅炉实施低

氮改造，并予以相应补贴。新、扩建天然气锅炉

必须加装低氮燃烧器，确保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

高于30微克/立方米。

本工程运营期不

使用锅炉，无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

排放

不涉及

启动橡胶加工行业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全面

整治橡胶加工行业突出环境问题，完成橡胶加工

企业废气（臭气）综合整治，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构建较为完善的“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违法

严惩”的橡胶加工行业全流程环境管理体系。

本工程为输变电

项目，不属于橡胶

加工行业

不涉及

深化工地扬尘污染管控。落实工地扬尘污染管控

属地责任制，建立县（市）级网格、镇级网格和

建筑工地网格三级管理制度，对扬尘防治实施网

格化管理。持续做好新建、在建工地“六个百分

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督促各监管部门与

建筑工地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签订扬尘污染

治理责任书，明确防尘义务及责任。常态化开展

工地扬尘污染督查、形成施工工地扬尘动态管理

清单，同时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做到新建、在建

项目全覆盖无遗漏。强化建筑物拆除工程扬尘防

治，建立州内建筑物拆除工程备案制度，并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实现在线监测设置全覆盖，以监

测结果倒逼治理。打造一批优秀绿色示范工地，

加大宣传力度，实现常态化管理。

本次评价针对工

程施工期扬尘提

出了洒水降尘、料

堆渣堆进行遮盖、

车辆限速行驶等

防治措施，未来施

工过程中工程将

按相关规定接受

各级主管部门的

监督检查工作

符合

严格管控矿产开发行为。全面推进矿山、采石场

、采砂场粉尘和扬尘治理工作，推广新型封闭式

采选工艺技术。对违反资源环境法律法规、规划

，污染环境、乱采滥挖的矿山和砂厂，依法予以

查处，对拒不停产或擅自恢复生产的依法强制关

闭。对责任主体灭失的露天矿山和砂厂，政府要

加强修复绿化、减尘抑尘。

本工程为输变电

项目，不属于采掘

行业

不涉及

全力做好堆场扬尘污染防治。严格管控企业物料

堆场堆放行为。建立扬尘污染控制管理制度，配

备专职环保工作人员，加强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环

境管理工作，确保扬尘防治措施落实到位。工业

企业物料堆场必须建设密闭设施，进行密闭管理

，防止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临时露天堆场必

须建设喷淋、围挡、覆盖等设施，装卸物料必须

实行湿法作业。进出料场运输车辆保持清洁整洁

，严禁带泥上路。完成堆场、搅拌站、水泥中转

站摸底调查，建立整治清单。各搅拌站、堆场、

水泥中转站应严格依法落实硬质围挡、湿法作业

、覆盖等防尘措施。强化对渣堆、料堆、灰堆及

裸露土地降尘抑尘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

本工程施工过程

中粉状物料设置

围挡、覆盖和洒水

抑尘等措施；运营

期无粉状物料堆

放。

符合

本工程施工期及

运营期产生的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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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垃圾、秸秆焚烧监管力度。加大城区和城郊结

合部的巡查力度，对露天焚烧垃圾、沥青、塑料

、枯枝落叶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大力推广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积极争取秸秆综合利用项

目资金支持，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

健全和完善州、县市、乡镇（农场）、行政村、

组五级网格化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落实网格化

管理责任。加大群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引导

群众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将严禁秸秆焚烧等内

容纳入村规民约，在全州建立垃圾、秸秆零焚烧

相关管控机制，鼓励广大市民通过12319城市管理

服务热线积极举报，提高全民大气环境保护和法

律意识，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加强境外协

调合作，召开外交会，与周边国家共同采取措施

积极应对。

废均分类收集委

托相关单位处置，

不会出现焚烧垃

圾的行为

化餐饮行业油烟控制。巩固提升餐饮油烟整治效

果，依托爱国卫生运动七个专项“净餐馆”活动

，实行城市和集镇餐饮油烟净化全覆盖，鼓励旅

游村寨积极推广应用油烟净化治理技术。规范油

烟管道排放设置，禁止利用下水道排放油烟，严

厉查处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和不正常使用油烟净

化设施的行为，取缔城区、集镇所有占道经营烧

烤、流动烧烤，依法拆除提供烧烤的违章建筑。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加强噪

声污染

防治

控制工业噪声污染。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加强新建项目审批，合

理规划行业布局；加强西双版纳功能区内噪声管

理；对高噪声设备进行隔音或消音处理，减少工

业噪声外泄；推动企业采取有效减噪措施，对工

业企业噪声源厂界噪声不达标的限期治理。

经预测，运营期噪

声能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
348-2008）中1类标

准要求。

符合

控制生活噪声污染。强化社会生活噪声的监管，

控制和降低社会活动场所噪声源的产生强度。加

强对达标率低的重要时段和敏感区域的噪声控制

，强化对商业网点、娱乐场所、饮食行业等主要

生活噪声源的管理，减少经营活动造成的噪声扰

民，加大对未经批准、擅自在建成区街道、广场

、公园等公共区域和疗养区使用高音喇叭和广播

等行为的监管力度。

本工程不涉及商

业、娱乐、餐饮等

行业，不涉及使用

高音喇叭、广播等

行为。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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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建筑施工噪声污染。整顿建筑施工噪声扰民

问题；综合考虑各种设备及其噪声影响范围，合

理布局施工机械，以使噪声对周围敏感受体的影

响最小；加强对企业施工的管理，城镇建成区内

禁止中午和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

本次评价针对施

工期施工噪声提

出了源头控制、优

化施工方案，使施

工噪声对周边保

护目标的影响最

小。

符合

开展碳

达峰、碳

中和行

动

控制工业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推动钢铁、水泥、

石化、化工、有色等高耗能行业节能降耗，严格

产能置换监管，提升系统电气化水平，强化先进

低碳技术研发及应用，推进能效对标活动，提升

能源利用效率。加大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持

力度，继续推进低碳产品认证，推进落实《国家

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鼓励节能减排创新

行动。推动水泥行业生产实施原料替代，鼓励利

用冶炼废渣、粉煤灰、脱硫石膏等非碳酸盐原料

生产水泥。选择重点企业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示范工程。

本工程不属于钢

铁、水泥、石化、

化工、有色等行业

，运营期无二氧化

碳排放。

不涉及

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实施含氟温室气

体和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广六氟化硫替代技术

。加强标准化规模种植养殖，控制农田和畜禽养

殖的甲烷、氧化亚氮排放。推进城乡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建设。

本工程属于输变

电项目，运营期无

二氧化碳排放。

不涉及

狠抓工业污染防治。推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绿

色发展，指导地方制定差别化的流域性环境标准

和管控要求。依法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

型严重污染水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专项整治重

点行业，对橡胶加工、非煤矿山、医疗机构行业

开展污染专项整治工作，特别是针对性地开展橡

胶加工总磷、总氮消减工程。加强工业聚集区污

染治理，积极督促河流沿岸的工业企业落实水污

染防治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排污监管力度

，确保水污染达标排放。

本工程为输变电

项目，不属于橡胶

加工、矿山等行业

。

不涉及

强化土

壤污染

防治

加强土壤空间管控。加强规划区域和建设项目布

局论证，根据土壤环境承载能力和区域特点，合

理确定区域功能定位、空间布局。禁止在居民区

、学校、医院、疗养院和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

、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本工程为输变电

项目，施工期及运

营期不排放重金

属、无机物等对土

壤产生影响的污

染因子，不会造成

土壤环境风险污

染，土壤环境质量

现状可维持现状

水平。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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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未利用地环境监管。加强未利用地保护。严

守生态安全底线，对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未利

用地，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实行强

制性保护

本工程线路部分

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项目正在办理

相关用地手续

符合

加强重点地块风险防控。针对重有色金属矿山和

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每年制定风险管控计

划，采取移除或者清理污染源、污染隔离阻断等

措施，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措

施，按照年度计划实施风险管控和相应的管理。

加强国土在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废弃矿山整治、

绿色矿山建设等山水林田湖整治过程中土壤和地

下水的预防、保护与管控的要求。

本工程不属于矿

山等行业。
不涉及

加强固

体废物

安全处

置

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化。推广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种养循环的生态农业模式，加强秸秆、废弃

农用薄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回收利用和集中处

置。推动城镇餐厨废弃物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限制过度包装和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推进电

子商务、外卖、快递等行业使用绿色包装和减量

包装﹐持续推进餐饮、宾馆、商场等行业实施生

活垃圾源头减量。

本工程不涉及使

用农用薄膜、一次

性塑料制品；运营

期产生的固废分

类收集处理，一般

固废委托环卫部

门清运处置

符合

完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体系。促进企业

废物交换和综合利用，避免处理和利用过程中的

二次污染；开展重点行业治理；同时积极筹划建

立工业企业固体废弃物的分类收集﹑再利用、安

全转运的管理体系，统一集中转运至工业固体废

物处理中心，禁止工业固体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的

混合收集、合并处理；加强企业污染源环境监管

，健全工业固废管理制度。

本工程运营期产

生的固废分类收

集处理，一般固废

委托环卫部门清

运处置

符合

加强生

态环境

保护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严格的管控体系，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严禁随意改变用途，确保“

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本工程线路部分

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项目正在办理

相关用地手续。

符合

1.5项目与相关环保法规符合性分析

与本项目相关的环保法规包括：《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4－2030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环境保护条例》《云南省

西双版纳族自治州澜沧江流域保护条例》《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1113-2020）、《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1.5.1本项目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年）》

符合性分析

啪嗒啪嗒啪嗒嘭
已更新文件并重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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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05月 31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物多样性保护处印发《云南省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年）》，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落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积极

推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意见》落实，高水平保护生物多

样性、高质量推进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切实支撑美丽中国七彩

云南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在《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2—2030 年）》实施成效评估基础上，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相关部门更新

编制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 年）》，明确

全省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优先领域和优先

行动，为各部门各地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指引。

本项目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 年）》

的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 1.5-1 项目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 年）》符

合性分析

行动计划内容 符合性分析

优先行动 5：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科学评估企业经营活动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建立生物多样性

重点监管企业名录，推动将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纳入重点企

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及其监督管理内容，纳入上市企业可持

续发展报告，接受公众监督。加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生物

多样性不利影响的监督，督促企业对受损生物多样性进行修

复或补偿。充分发挥各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建立云南工商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联盟，探索企业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推动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企业管理

和认证。组织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活动。鼓励金融

机构将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纳入金融准入、定价等全

流程全周期管理。到 2030 年，基本建成企业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

符合；

本环评已对本项目可

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

的不利影响作出评估，

提出对项目建设区域

的物种保护措施，将项

目建设对生物多样性

产生的不利影响降到

最低。

优先行动 7：加强生态空间管控

推动建立完善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管理法规政策体系，加强

生 物多样性国土空间保护，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生态

安全边界， 筑牢“三屏两带六廊多点”生态安全格局。有

序推动生态保护红线 勘界定标，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

台建设，加强人为活动管理管 控，强化生态环境监督，确

保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 不减少、性质不改

变。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强化区内大 中型建设

工程项目及矿产、能源、旅游等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生物多样

性影响评价，并加强事中事后生物多样性影响监测评估。加

大重 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修复，完善配套政策，实施产业

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强化对区域生态

符合；

本环评已在生态专题

中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进行了评估，针对项目

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

生的影响提出了相应

的保护和减缓措施，也

制定了相应的生物多

样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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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稳定性与生态产品 供给能力的评价和考核。优化六大

水系、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空 间格局，强化河湖岸线空

间用途管制。优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格局， 不断完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生态保护

红线监管平台加强重要生态空间动态监测、评估和预警。到

2030 年，全省重要生态空间得到保护，国家西南生态安全

屏障更加牢固。

专栏 7 加强生态空间管控优先项目

2.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建立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在自然资源、

土地林地利用、生态功能、环境质量等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

定期组织开展生态保护

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开展生态保护

红线基础调查、遥感监测，及时发现、移交、查处各类生态

问题并监督保护修复情况。适时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

整。

符合

本项目塔基永久占地

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区域，仅线路跨越生态

保护红线区域，不会造

成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的减少。线路对生态保

护红线区域的影响有

限。

项目属于区域开发和管制原则中允许开发的太阳能清洁能源生产的辅助

工程，对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场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项目建设不会损害生态系

统的稳定和完整性、改变区域的主体功能规划。本项目用地类型以人工橡胶林

地为主，未占用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重要的区域，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不

会影响《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年）》的实施。

1.5.2项目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环境保护条例》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环境保护条例》（2005年 10月 1

日施行）符合性分析见表 1.5-2。

表 1.5-2 项目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环境保护条例》（2005年 10月 1日施行）

符合性分析

《条例》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第二十三条：禁止向孔雀湖、白象湖等湖泊

或者澜沧江、南腊河、补角河、会岗河、南

海河、流沙河等流经城区河段，直接排放未

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或者倾倒固体废物。景洪

港、关累等沿江码头必须配备含油废水、粪

便和垃圾的处理设施。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不属于码头类

工程，选址位于景洪市勐旺乡城子村委

会，距项目较近的地表水体为普文河、

莱阳河、曼灯河以及曼灯河水库，莱阳

河、曼灯河属于普文河的一级支流，本

项目不设置入河排污口，不向排放污水

。

第二十四条：在自治州水域内航行、停泊、

作业的船舶或者浮动设施，不得向水体排放

废油、残油、油水混合物或者倾倒垃圾、固

体废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本项目未设置涉水工程，也不向水体排

放废油残油、油水混合物或者倾倒垃圾

、固体废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第二十五条：居民聚居区、重点旅游景区（

景点）和主要旅游公路两侧1000米范围内不

得新建橡胶加工厂，原建的橡胶加工厂应当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不涉及橡胶加

工及泥杂胶运输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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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在旅游公路沿线和城镇运输泥杂胶的

，必须采取密封等防护措施避免和减少恶臭

气体的逸散。

第二十六条：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

市建成区、重点旅游集镇、旅游景区（景点

）禁止使用燃煤。已使用燃煤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改用清洁能源。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

区域内造成环境污染的塑料制品的监督管理

。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建成区、

重点旅游集镇、旅游景区（景点）禁止销售

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塑料制品。销售和

使用不可降解地膜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谁污

染、谁治理，谁使用、谁回收的原则，实行

集中回收，统一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是生活垃圾，在场区内设

置垃圾桶集中收集，收集后的垃圾运至

垃圾收集点。

1.5.3与《云南省西双版纳族自治州澜沧江流域保护条例》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线路涉及澜沧江二级支流热水河和勐哈河，各跨越一次。项目与《云

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澜沧江流域保护条例》(2014 年 5月 29日修订）的

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 1.5-3 项目与《云南省西双版纳族自治州澜沧江流域保护条例》符合性分析

条例内容 项目情况 符合性

第十八条：在澜沧江水域保护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

（一）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种植阻

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

（二）弃置沉船、设置碍航渔具等；

（三）擅自在水域内建设建（构）筑物；

（四）排放超过国家标准的废水；

（五）倾倒尾矿、渣土等废弃物和危险化学

品；

（六）航行船只直接排放生产生活污水、污

染物和废油等；

（七）倾倒生活垃圾，抛弃病、死畜禽；

（八）在航道内种植水生植物；

（九）网箱养殖和规模化畜禽养殖；

（十）在禁渔区和禁渔期内捕鱼；

（十一）炸鱼、毒鱼、电力捕鱼；

（十二）捕杀、捕捞和经营列入国家、省二

级以上保护名录的野生水生动物。

本项目不在水域保护范围内

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

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

作物；不弃置沉船、设置碍

航渔具等；不在水域内建设

建（构）筑物；不排放废水；

不倾倒尾矿、渣土等废弃物

和危险化学品；不在水域航

行；不倾倒生活垃圾，抛弃

病、死畜禽；不在航道内种

植水生植物；不进行网箱养

殖和规模化畜禽养殖；不捕

鱼、炸鱼、毒鱼、电力捕鱼；

不捕杀、捕捞和经营列入国

家、省二级以上保护名录的

野生水生动物。

符合

第二十条：按照澜沧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

体规划，在澜沧江流域进行水工程及其设施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项目。不

属于水工程及其设施建设。

不冲突



30

建设的，应当符合水环境保护综合规划和专

业规划、流域水资源管理以及水生野生动植

物种质资源保护要求，并按照法定程序报有

关部门审批。

第二十一条：在澜沧江流域运输有毒有害物

质的船只，应当配备防渗、防溢、防漏设施。

本项目不涉及澜沧江流域运

输有毒有害物质的船只。

不涉及

第二十二条：在澜沧江流域的水库等水体内

从事养殖的，应当限制规模，防止造成水域

污染。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项目，不

在澜沧江流域的水库内从事

养殖。

不涉及

第二十三条：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固

体废弃物处置设施和标准化垃圾处理厂

（场），加强固体废弃物排放管理，对城镇

垃圾进行统一收集，集中无害化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依托

附近居民生活设施处理，施

工产生的固废收集带走处

理，集中处理，处理率达

100%。

符合

第二十四条：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

应当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现污水的达

标排放。乡（镇）、村庄、农场应当建设相

应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对生活污水进行有

效处理。生产、生活污水非经处理不得直接

排入江河。

本项目生活污水依托当地居

民生活设施处理，施工废水

洒水降尘不外排，不排入水

体。

符合

第二十五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

置排污口。在澜沧江流域新建、改建或者扩

建排污口的，有关部门审批前应当征得澜沧

江流域管理机构同意。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项目，施

工期废水沉淀回用、洒水降

尘不外排，运营期无废水排

放，不设排污口。

不涉及

第三十一条：纳入生态公益林地范围内的农

村集体所有或者个人所有的林木，应当依照

国家和省有关公益林的规定给予补偿。

禁止占用或者征收生态公益林地、擅自变更

生态公益林地用途。因国家、省、州重点工

程项目建设确需占用或者征收的，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本项目塔基占地不涉及公益

林，仅线路部分跨越公益林，

跨越处采取高跨的架线方

式，避免对树顶的砍伐。

符合

第三十二条：在澜沧江流域生态公益林地范

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采伐天然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林、

风景林；

（二）种植粮食或者其他短期经济作物；

（三）在海拔 950米以上地带开发种植橡胶

等经济林木；

（四）破坏重要的自然景观、溶洞等；

（五）砍伐、破坏或者移植古树名木；

（六）在幼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和封山育林

区放牧；

（七）猎捕野生动物或者破坏其生息繁衍的

场所和条件。

本项目涉及的林地性质为人

工橡胶林，不属于天然林、

水土保持林、水源林、风景

林；本项目不进行种植粮食

或者其他短期经济作物的行

为；本项目不在海拔 950 米

以上地带开发种植橡胶等经

济林木；本项目对自然景观

采取了避让措施，不破坏重

要的自然景观、溶洞等；项

目区内未发现古树名木；本

项目不涉及在幼林地、特种

用途林地和封山育林区放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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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本项目不猎捕野生动物

或者破坏其生息繁衍的场所

和条件

第三十六条：澜沧江流域建设项目应当符合

澜沧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澜沧江干流河道管理范围两侧 100米以内，

除生态环境保护设施、航道设施外，不得新

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

沿江城镇的建设应当按照城镇的总体规划

执行。

本项目涉及河道为澜沧江二

级支流，勐哈河和热水河，

不属于澜沧江干流。本项目

不属于城镇建设。

不冲突

第三十七条：在澜沧江流域禁止开发区内禁

止下列行为：

（一）打井、钻探、开采地下资源；

（二）采砂、采石（矿）、取土、填土、淘

金；

（三）开垦、爆破；

（四）擅自进行考古发掘。

在限制开发区内从事上述活动，应当按照法

定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

本项目不存在打井、钻探、

开采地下资源；采砂、采石

（矿）、取土、填土、淘金；

开垦、爆破；擅自进行考古

发掘等活动。

不属于

第三十八条：经批准在澜沧江流域内从事修

路、水利和电力工程等作业的，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保护景观及周围的植被、水体、地貌，

不得造成污染和破坏。工程竣工后，应当及

时清理施工现场，恢复植被。

本环评已对本项目建设中可

能产生的植被、水体、地貌

的破坏和影响提出了相应处

理措施，已提出工程竣工后

清理施工现场，恢复植被的

要求。

符合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项目，选址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基诺乡巴卡

村，距离澜沧江最近距离约 13km，不在澜沧江水域保护范围内；不弃置、堆

放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不涉及沉船、渔具的使

用；不在水域内建设建（构）筑物，不向澜沧江流域排放废水；不倾倒尾矿、

渣土等废弃物、危险化学品、生活污水、污物和废油；不涉及水生植物种植；

不涉及网箱养殖和规模化畜禽养殖；不从事炸鱼、毒鱼、电力捕鱼等活动；项

目所在地属于典型的农村环境，不在澜沧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及沿江

城镇总体规划范围内，不影响流域及沿江城镇规划的实施；也不在澜沧江流域

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区内，不从事流域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区内的活动。因此，本

项目的建设符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澜沧江流域保护条例》(2014年

5月 29日修订）中的有关规定。

1.5.4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相符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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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年 12月 31日印发的关于发布《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的公告，本项目所处的景洪市、勐腊县属于西双版纳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

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位于云南省南部，与缅甸和老挝接壤。

优先区域总面积为 42585平方公里，涉及 1个省的 17个县级行政区，包括 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重点为兰科植物、云南金钱槭、华盖木、印度野牛、

白颊长臂猿、印支虎等重要物种及其栖息地等。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于 2018年 9月 21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本项目与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的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 1.5-4 项目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的符合性分析

条例内容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负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应当采取资源利用效率高、对生物多样

性影响小的绿色生产方式，防止、减少对生物

多样性的破坏，对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损害依

法承担责任。公民应当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

识，采取低碳、循环、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

自觉抵制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行为。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项目，

占地零星碎片分布，经施

工时原理保护动植物，施

工后使用当地物种进行

植被恢复等措施，对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小，本环评

已要求施工单位对施工

人员进行生物多样性保

护意识教育。

符合

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自然保

护区引进外来物种。确需引进的，应当依法办

理审批手续，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试验。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项目，

施工期及运营期不引入

外来物种。

符合

第二十五条禁止扩散、放生或者丢弃外来入侵

物种。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疑似外来物种的，

应当及时向当地环境保护、林业、农业、卫生

等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相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

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立即组织

现场勘查，确认为本行政区域内新出现的外来

入侵物种的，应当及时处置，向当地人民政府

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并通报相邻地区。接

到报告的部门或者机构没有能力认定或者处置

的，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转报具有认定和处置

能力的部门。具有认定和处置能力的部门应当

按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及时处理。

本环评已要求施工单位

对施工人员进行生物多

样性保护教育，提高施工

人员保护意识，并在发现

疑似外来物种时及时做

出反应。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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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以及开

发自然资源，应当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对

可能造成重要生态系统破坏、损害重要物种及

其栖息地和生境的，应当制定专项保护、恢复

和补偿方案，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域的建设项目以及自然资源开

发，应当评价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作为环

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项目属于新建输变电

项目，已依法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已在本环评中提

出应对可能造成的生态

破坏的措施。

符合

1.5.5与《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符合性分析

项目与《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符合性见

表 1.5-5
表1.5-5 与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序号 要求（摘录） 项目情况 符合性

选址

选线

输变电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符合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要求，避开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确实因自然条件等因

素限制无法避让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饮用水

水源二级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输电线路，

应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要求的前提下

对线路方案进行唯一性论证，并采取无害化

方式通过。

根据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

景洪分局、景洪市林业和草

原局、景洪市水务局、景洪

市文化和旅游局、景洪市自

然资源局、景洪市地震局等

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及查阅

相关资料，本项目用地红线

范围内不涉及自然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

感区

符合

变电工程在选址时应按终期规模综合考虑进

出线走廊规划，避免进出线进入自然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

用水源保护区
符合

户外变电工程及规划架空进出线选址选线

时，应关注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采取

综合措施，减少电磁和声环境影响。

本项目输电线路采用架空、

电缆相结合的方式，根据预

测结果，电磁和声环境影响

小。

符合

同一走廊内的多回输电线路，宜采取同塔多

回架设、并行架设等形式，减少新开辟走廊，

优化线路走廊间距，降低环境影响

项目仅建设 1条线路走廊，

采用单双回路混合架设，为

减少进站时与其他线路的交

叉跨越，采用电缆沟的方式

进站。

符合

原则上避免在 0类声环境功能区建设变电工

程。

项目不涉及 0类声环境功能

区
符合

输电线路宜避让集中林区，以减少林木砍伐，

保护生态环境。

项目设计塔基对林地树采取

高塔跨越，只有塔基部分砍

伐少量植被。施工结束后可

在塔基占地范围内进行人工

植被恢复

符合

电磁

环境

架空输电线路经过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时，应

采取避让或增加导线对地高度等措施，减少

本项目环评阶段在电磁专题

中已进行工频电场、工频磁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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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电磁环境影响。 场的预测，均满足标准要求。

生态

环境

保护

输电线路应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塔基基础，在

山丘区应采用全方位长短腿与不等高基础设

计，以减少土石方开挖。输电线路无法避让

集中区时，应采取控导线高度设计，以减少

林木砍伐，保护生态环境。

项目线路采用全方位长短腿

与不等高基础设计，减少土

石方开挖。项目设计塔基对

林地树采取高塔跨越

符合

输变电建设项目临时占地，应因地制宜进行

土地功能恢复设计。

施工结束后对塔基及临时占

地范围内进行人工植被恢复
符合

本项目涉及的升压站及相关污染防治措施在“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

发电项目环评报告”中已开展，不纳入本环评评价范围。根据上表对比，本项

目从设计、施工到运营期，均已安排了合理的防治措施，符合《输变电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

1.6拟建供电工程建设与风景名胜区相关条例的符合性分析

1.6.1拟建项目与《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符合性分析

《风景名胜区条例》于 2006年 9月 19日由国务院发布，并于 2006年 12

月 1日起实施。拟建供电工程共有 N25、N37、N38、N39、N40、N41、N42、

N43、N44 共 9 座塔基位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范围内，涉及长度

2.734km，其中包括电缆沟 202m。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是 1982年国务院审定

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受到《风景名胜区条例》中相关规定

的制约。因此，拟建项目的建设必须得到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的相关核准、批

准后方可建设。

项目与《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符合性分析如下。

表 1.6-1 与《风景名胜区条例》符合性分析

《风景名胜区条例》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第二十四条，风景名胜区内的景观和自

然环境，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严格保护，不得破坏或者随意改变。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设施项目，对

植被的扰动具有零星点状分布的

特性，占地较小且分散，易于恢

复，本环评已提出塔基占地部分

在建设完成之后进行植被恢复。

不冲突

第二十六条，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

下列活动：

（一）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

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

动；

（二）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三）在景物或者设施上刻划、涂污；

（四）乱扔垃圾。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设施项目，不

涉及开山、采石、开矿、开荒、

修坟立碑等活动，不修建储存爆

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

腐蚀性物品的设施，不在景物或

者设施上刻划、涂污，建设过程

中产生的固废收集回收，回收率

达 100%，不乱扔垃圾。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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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

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和

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

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

无关的其他建筑物；已经建设的，应当

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逐步迁出。

本项目涉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勐仑景区三级保护区，不涉及西

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本

项目不在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

设立开发区。

符合

第二十八条，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本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范围以

外的建设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

机构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办理审批手续。

本项目已取得勐腊县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

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项目

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选址方

案的审查意见，勐腊县林业和草

原局同意该项目建设。

符合

第二十九条，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

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

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一）设置、张贴商业广

告；（二）举办大型游乐等活动；（三）

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动；

（四）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

本项目不存在设置、张贴商业广

告；举办大型游乐等活动；改变

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动。

本项目对生态和景观的影响有限

且可以恢复。

不涉及

第三十条，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

当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并与景观相协

调，不得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游

览。

已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根据环境及

景观保护措施进行施工，保护好

周围古树名木、林草植被等，施

工完毕后要加强绿化植被和生态

环境的恢复，使工程对区域景观

的影响减到最小。

符合

1.6.2拟建项目与《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符合性分析

《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于 2011年 9月 30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相关规定如下：

表 1.6-2 项目与《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符合性分析

《云南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第十六条，在风景名胜区内可以建设符

合风景名胜区规划，与风景名胜区资源

保护和利用有关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

文化体育设施等项目。

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或者变相设立

各类开发区，禁止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

馆、招待所、疗养院、培训中心以及与

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

构筑物；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风景名

胜区规划，限期迁出。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项目，不涉及

开发区，项目区不涉及核心景区。
符合

第十七条，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活动实

行建设项目选址核准制。在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

程，项目的选址方案应当报省级风景名

胜区主管部门核准，其他建设项目的选

本项目不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

修建缆车、索道等，本项目属于

输变电项目，应当报州（市）风

景名胜区主管部门核准，本项目

已取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风景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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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方案，应当报州（市）风景名胜区主

管部门核准；省级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

项目选址方案，应当报州（市）风景名

胜区主管部门核准。

名胜区管理所出具的《西双版纳

州风景名胜区管理所关于基诺乡

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穿越西双版纳

风景名胜区选址方案的审查意

见》（〔2023〕136 号文），已

同意项目选址。

第二十五条，风景名胜区内的野生动植

物应当依法保护。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

准，在风景名胜区内不得采集动植物标

本、进行娱乐表演等活动，不得将外来

物种引入风景名胜区。

本项目建设不进行采集动植物标

本、进行娱乐表演等活动，不引

入外来物种。

符合

第二十六条风景名胜区内的水源、水体

应当严加保护，禁止污染水源、水体，

禁止擅自围、填、堵塞水面和围湖造田

等。

本项目区不涉及风景名胜区内的

水源、水体。距离罗梭江最近处

有 700m。

符合

第二十七条风景名胜区内涉及自然资源

保护、利用、管理和文物保护以及自然

保护区管理的，还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风景名胜区内宗教活动

场所的管理，依照国家有关宗教活动场

所管理的规定执行。

本项目区取得了勐腊县文化和旅

游局关于《关于景洪市洛科大寨

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

径走向征求意见的函》的复函：

勐腊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勐仑

城子塔”位于勐腊县勐仑镇城子

村以西 1公里处，即：北纬 21°
55′ 15.8″，东经 101° 14′
15.8″；勐腊县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勐仑曼梭醒古塔”位于勐仑

镇曼梭醒村 1.5 公里处，即：北

纬 21°52′51.7″，东经 101°
16′09.9″，两处文保单位未涉

及景洪市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路径范围。

符合

第二十八条在风景名胜区内实施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风景名胜资源，确保建设项目与周围景

观和环境相协调，不得就地取材、乱倒

渣土。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

在 2个月内完成场地清理，进行绿化，

恢复建设项目周边环境原貌。经批准在

风景名胜区进行电影、电视等拍摄活动

的，不得搭建影响、破坏景观或者污染

环境的设施。

本环评已提出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风景名胜资源，确保建设项目

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不在

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挖土取材，乱

倒渣土。本环评已提出将周边恢

复原状以及植被恢复的竣工要

求。本项目建设不涉及电影电视

拍摄，不搭建影响、破坏景观或

者污染环境的行为和设施。

符合

第二十九条在风景名胜区内建设的不符

合规划、污染环境、破坏景观景物、妨

碍游览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限期拆除或者

迁出。风景名胜区规划实施前已建成的

建筑物、构筑物，因风景名胜区保护需

要拆除或者迁出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

构应当依法对财产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给予补偿。

本项目建设运营期产生的电磁、

噪声污染都在可接受范围内，不

会对风景名胜区景观景物造成破

坏，不会妨碍游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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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风景名胜区内的单位、居民和

进入风景名胜区的游客，应当服从风景

名胜区管理机构的管理，遵守风景名胜

区的各项管理规定，爱护景观设施，保

护环境，不得破坏风景名胜资源或者改

变其形态。进入风景名胜区的交通工具，

应当按照规定的路线、地点行驶和停放。

本项目施工人员服从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的管理，遵守风景名胜

区的各项管理规定，爱护景观设

施，保护环境，不破坏风景名胜

资源或者改变其形态；施工车辆

按照规定的路线、地点行驶和停

放。

符合

第三十一条在风景名胜区内的单位，所

排废水应当进行污水处理，达到国家规

定的排放标准方可排入下水道。风景名

胜区内的单位、居民和经营者，应当承

担所在区域的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责

任，也可以委托有关服务单位代为承担

并支付相关费用。

本项目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

全部依托附近的单位、居民、经

营者的生活设施清扫清运；施工

废水设置临时沉淀桶，沉淀后用

于洒水降尘，不外排。

符合

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

路工程项目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选址方案的审查意见：由于项目建设确实

需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且无法避让，同意该项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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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地

理

位

置

本项目线路起于景洪市基诺乡洛科大寨 110kV升压站构架，止于勐腊县

勐仑镇黎明变，线路经过景洪市基诺乡和勐腊县勐仑镇，全线在东经 101度

11分 18.647秒，北纬 22度 0分 27.842秒～东经 101度 15分 15.682秒，北

纬 21度 54分 32.155秒之间。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项

目

组

成

及

规

模

2.1项目建设背景

220kV黎明（版纳）变电站于 2016年 11月 9日取得西双版纳州环境保

护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西环验〔2016〕28号），同意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合格，同意该项目正式投入运营；黎明变现已建成投入运行。

2023年 2月 27日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已取得西双版纳州生

态环境局出具的《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

站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西环审〔2023〕11号），项目规划装机容量

25MW，建设内容包括：1座 110kV升压站、9个太阳电池方阵、78台逆变

器、9台箱变、集电线路，配套建设其他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等；

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及洛科大寨 110kV升压站现已建成，光伏电

站因未并入电网，无法正常生产，未开展验收手续。

为加快光伏电站投产，加快西双版纳州电网建设，华能澜沧江（景洪）

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2187万元，建设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

2.2项目建设意义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符合地方经济和电力负荷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缓解当地和西双版纳自治州的能源负荷需求，并且该项目是国家倡导的

环保的、节能减排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项目。从促进光伏电站能源消纳的

角度看，本项目作为光伏电站能源送出工程，本项目的建设对于提升光伏电

站的并网能力、优化电力流分布、减少弃光现象、增强电网调度灵活性以及

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确保了光伏电力的顺利接入和高效利

用，提高了能源消纳率，并促进了能源的就地消纳，从而提升了整体的能源

Administrator
和第一页的坐标保持一致

啪嗒啪嗒啪嗒嘭
已修改一致

Administrator
补充光伏电站建设情况及配套升压站建设情况

啪嗒啪嗒啪嗒嘭
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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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率。

根据电力平衡结果，西双版纳自治州在无新能源参与平衡的情况下，

2021～2025年丰枯期均为负荷下网，光伏电场工程的建设，能缓解西双版纳

自治州及云南省的缺电局面以及未来经济发展造成的电力供需矛盾，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且光伏电场在枯期出力较大，可弥补西双版纳自治州枯期电力

缺额，和水电形成互补。本项目作为输变电项目，通过引入光伏电站的清洁

能源，不仅增加了城市供电来源、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有助于

降低供电成本和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

放。此外，它还能在电力需求高峰时段有效缓解城市电网的供电压力，并促

进智能电网的建设，提高电网运行效率，支持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

升环境质量。

总之，输变电项目的建设对于光伏电站的能源消纳和城市电网的供电压

力缓解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是实现能源转型和提升电网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措

施，因此建设基诺乡洛科大寨农业光伏 110kV送出线路工程是有必要的。

2.3项目组成及规模

2.3.1工程组成

本工程拟在洛科大寨光伏升压站新建 1回 110kV线路接入 220kV黎明

变，导线采用 JL/LB20A-185/30铝包钢芯铝绞线，导线允许运行温度 80℃，

导线采用单导线，架空线路路径长度为 17.5km（其中新建单回路线路路径长

度 16.2km，220kV黎明变进出线段约 1.3km采取新建双回路铁塔，本期单侧

挂线）。本项目出线间隔随洛科大寨升压站建设，进线接入黎明变预留备用

间隔，本工程不包括进出线间隔施工。

项目概况见表 2-1。
表 2-1 项目概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

建设单位 华能澜沧江（景洪）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景洪市基诺乡和勐腊县勐仑镇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内容 在洛科大寨光伏升压站新建 1回 110kV线路接入 220kV黎明变，采用单

双回路混合架设，架空线路路径长度为 17.5km，共新建 44座塔基、202m
电缆沟。

起讫点 起于基诺乡洛科大寨光伏升压站，止于勐仑镇 220kV黎明变。

工程占地 总占地面积 1.83hm2,塔基永久占地 0.26hm2，施工临时占地 1.57hm2。

工程投资 2187万元

Administrator
明确工程内容包不包括进出线间隔

啪嗒啪嗒啪嗒嘭
已明确工程不包括进出线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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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年限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4年 9月 30日

项目建设内容见表 2-2，线路特性见表 2-3，塔杆情况见表 2-4。
表 2-2 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体工程 线路工程

新建线路长约 17.5km，选用单双回路混合架

设，新建 202m电缆沟和塔基 44基，其中单

回路直线塔 16基，单回路耐张塔 23基，双

回路直线塔 3基，双回路耐张塔 2基。

新建

临时工程

临时塔基

施工区

每个塔基处均需设置施工场地，共设 44个，

面积约为：1.14hm²
新建

牵张场
拟设 3处牵张场，每处 200m²，共 600m²，
设置张力机架设导线和牵引机及引绳盘

新建

施工营地

项目建设期间临时施工营地主要租用项目区

附近房屋，或结合塔基、牵张场地等设置临

时帐篷，本方案不单独设置临时施工营地

依托

施工便道

主要利用现有公路及沿线附近已有村落道

路，需毛路修整（既有小路修整，修枝）

3.26km，道路平均宽度 1m，占地面积 0.33hm2
依托、新建

表土堆存

塔基区及塔基施工区施工时对表土进行剥

离，临时堆存在塔基施工区内，并进行覆盖，

施工结束后用于临时场地植被恢复。土石方

全部回填，不设弃渣场。

新建

环保工程

废水

施工人员沿线分散，依托周围居民生活设施，

塔基浇筑混凝土拌和冲洗废水经临时沉淀桶

澄清后回用于塔基混凝土搅拌和洒水降尘，

不外排

新建

废气 施工场地设置围挡，洒水抑尘设施 新建

固废

建筑垃圾分类回收，不可利用的运至政府指

定地点安全填埋。废气导线、包装材料等可

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施工人员生活垃

圾依托周围居民生活设施。固废处置率 100%

/

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夜间施工，在施工

场地周围使用隔音设施。
/

绿化 根据水保报告计算的植被恢复面积 1.37hm2 /

表 2-3 线路建设特性一览表

电压等级 110kV
架设方式 单双回路混合架设，敷设电缆沟

线路长度 全线长 17.5km，其中单回路长 16.2km，双回路长 1.3km，电缆沟长 202m
曲折系数 1.35
塔杆类型 单回路直线塔、单回路耐张塔、双回路直线塔、双回路耐张塔

塔杆数量 44基
气象海拔 采用云南省典型Ⅰ级气象区，覆冰 C=5mm，基本风速 V=27m/s

海拔 500m～1200m
沿线地形 主要地形地貌为丘陵和山地

导线型号 JL/LB20A-185/30铝包钢芯铝绞线

地线型号 双回路段地线采用 2根 48芯 OPGW-100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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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塔杆使用情况一览表

编号 杆号 塔型 桩号 呼高（m） 基础更开 占地面积（m2）

1 构架

2 N1 1A1Y1-J4 J1 18 5.34 53.8756
3 N2 1A1Y1-J3 J2 21 5.6 57.76
4 N3 1A1Y1-ZM2 Z2+1 30 4.86 47.0596
5 N4 2K1-JC2 J3 24 7.12 83.1744
6 N5 1A1Y1-J3 J4 27 6.84 78.1456
7 N6 1A1Y1-J1 Z4+1 30 6.7 75.69
8 N7 1A1Y1-J3 J5 27 6.84 78.1456
9 N8 1A1Y1-ZM3 Z5+1 27 4.58 43.2964
10 N9 1A1Y1-J2 J6 30 6.7 75.69
11 N10 1A1Y1-ZM2 Z6+1 36 5.58 57.4564
12 N11 1A1Y1-ZM3 Z6+2 33 5.3 53.29
13 N12 1A1Y1-ZM2 Z6+4 30 4.86 47.0596
14 N13 1A1Y1-ZM2 Z6+5 39 5.94 63.0436
15 N14 1A1Y1-J2 J7 20 6.7 75.69
16 N15 1A1Y1-ZM3 Z7+1 27 4.58 43.2964
17 N16 2K1-JC2 J8 24 7.12 83.1744
18 N17 1A1Y1-ZM3 Z8+1 30 4.94 48.1636
19 N18 1A1Y1-ZM3 Z8+3 30 4.94 48.1636
20 N19 1A1Y1-ZM3 Z8+5 33 5.3 53.29
21 N20 1A1Y1-J1 J9 30 6.7 75.69
22 N21 1A1Y1-J2 J10G 36 7.78 95.6484
23 N22 1A1Y1-J2 J11 30 6.7 75.69
24 N23 1A1Y1-J1 J12 30 6.7 75.69
25 N24 1A1Y1-J1 J13 24 5.62 58.0644
26 N25 1A1Y1-ZM2 Z13+1G 27 4.5 42.25
27 N26 1A1Y1-ZM3 Z13+2G 27 4.58 43.2964
28 N27 1A1Y1-J2 J14G 27 6.16 66.5856
29 N28 1A1Y1-ZM2 Z14+1G 30 4.86 47.0596
30 N29 1A1Y1-J4 J15 24 6.66 74.9956
31 N30 1A1Y1-JB1 J16G 12 3.74 32.9476
32 N31 1A1Y1-JB1 J17 12 3.74 32.9476
33 N32 2K1-JC2 J18 36 9.54 133.1716
34 N33 1A1Y1-ZM2 Z18+1 27 4.5 42.25
35 N34 1A1Y1-ZM2 Z18+2 24 4.14 37.6996
36 N35 1A1Y1-J1 J19 24 5.62 58.0644
37 N36 1A1Y1-ZM2 Z19+1 27 4.5 42.25
38 N37 1A1Y1-J2 J20 21 5.08 50.1264
39 N38 1A1Y1-J1 J21 18 4.54 42.7716
40 N39 1A1Y1-J2 AJ1 24 5.62 58.0644
41 N40 1C2Z1-J4 AJ2 24 6.66 74.9956
42 N41 1C2Z1-Z3 AZ2+1 42 8.14 102.8196
43 N42 1C2Z1-Z3 AZ2+2 54 10.04 144.9616
44 N43 1C2Z1-Z3 N43G 27 5.74 59.9076
45 N44 1C2Z1-J4 AJ3 15 5.4 54.76

2.4工程占地

单回路段地线采用 2根 24芯 OPGW-100光缆

绝缘水平 c级秽区，采用 U70BP/146-1和 U70BP/146D绝缘子

导线换线 导线不换线

导线排列 单回路三角排列，双回路垂直排列

接地方式 直接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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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工程占地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1.83hm2，其中永久占地 0.26hm2、临时占地 1.73hm2；

本项目场地原始占地类型主要为园地和草地。工程具体占地类型及面积详见

下表 2-5、表 2-6。
表 2-5 工程用地原始土地类型统计表 单位：hm2

土地利用类型
占地面积（hm2）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茶园 0.01 0.01 0.02

果园 0.04 0.04 0.09

橡胶园 0.18 1.43 1.60

水田 0.01 0.00 0.01

旱地 0.00 0.01 0.01

草地 0.00 0.01 0.01

乔木林地 0.02 0.08 0.10

总计 0.26 1.57 1.83

表 2-6 工程用地及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占地性质及面积（hm2）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塔基区 0.26 0 0.26
电缆沟 0 0.04 0.04
施工区 0 1.14 1.14
牵张场 0 0.06 0.06

临时施工道路 0 0.33 0.33
小计 0.26 1.57 1.83

2.4.2土石方平衡

本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12400m3其中表土剥离4100m3，一般开挖

8300m3；回填土石方12400m3，其中覆土4100万m3，一般回填8300m3，不

产生永久弃方。具体土石方平衡及流向分析见下表。

表 2-7 土石方平衡及流向表单位：m3

项目

开挖 回填 调入 调出 借方 废弃

土石方开挖 土石方回填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塔基区 1166 1166 0 0 0 0 0 0 0 0

临时施工场地 11234 11234 0 0 0 0 0 0 0 0
小计 12400 12400 0 0 0 0 0 0 0 0

备注
备注：①表中土石方均为自然方量；②土石方平衡计算公式为：

开挖+调入+外借=回填+调出+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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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工程拆迁

本项目无民房拆迁及跨越民房的情况。

2.4.4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项目线路不设置劳动定员，线路巡检由光伏发电项目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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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平

面

及

现

场

布

置

2.5总平面布置

2.5.1线路走向

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勐仑镇巴卡村、基诺乡洛科大寨一带

的山脊上，属于线性项目，本工程新建洛科大寨 110kV送出线路起于洛科大

寨 110kV升压站构架，经线路终端塔沿东南方向架设，途经基诺乡巴卡老寨

左转，线路沿线架设途经曼伦后右转跨越 G213国道，线路沿线架设至曼勒

村东侧，跨越 G219国道，跨越 110kV黎罕 T线及跨越 G8511昆磨高速沿线

架设，线路穿越 220kV版黎 II 回线、梭罗河牵 II 回线，跨越 35kV仑藤线，

于 220kV黎明变南侧穿越 220kV黎茶线、勐腊北牵 I回线后架设进站。

2.5.2交叉跨越

（1）沿线主要交叉跨越

沿线交叉跨越详见下表。

表 2-8 沿线重要交叉跨越情况一览表

线路跨越

序号 线路名称 钻（跨）越 跨（穿）越杆号 次数（回）

1 跨越 110kV黎罕 T线 跨越 #30-#31 1

2 220kV版黎 II回线、梭罗

河牵 II回线
穿越 #38-#39 1

3 35kV仑藤线 跨越 #41-#42 1

4 220kV黎茶线、勐腊北牵

I回线
穿越 #42-#43 1

公路跨越

序号 公路名称 钻（跨）越 公路等级 次数（回）

1 G213 跨越 二级公路 1
2 G8511 跨越 一级公路 1
3 G219 跨越 二级公路 1

（2）线路对地距离要求

输电线路对地及交叉跨越物的最小距离按《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

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规定考虑，导线对地、对各种跨越物和其他

设施交叉的最小距离，110kV线路在最大计算弧垂和最大计算风偏时，不应

小于如下表所示。

表 2-9 导线对地面及建筑物距离一览表

序号 跨越类别 垂直距离（m） 水平距离（m）

1 居民区 7.0 /
2 非居民区 6.0 /
3 交通困难地区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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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行可达到的山坡 5.0 5.0
5 步行不能到达的山坡、峭壁 3.0 3.0
6 林区树木 4.5 /
7 果树及经济作物 3.0 /
8 建筑物 5.0 4.0

输电线路与其他设施交叉的距离要求如下表。

表 2-10 输电线路与其他设施交叉时的距离要求

序号 跨越类别 垂直距离（m） 水平距离（m）

1 电气化铁路轨顶 11.5 交叉：30m
平行：最高杆塔加 3m

2 电气化铁路承力索 3.0
3 公路 7.0 5.0

4 电力线路
220 4.0 7.0
500 6.0 13.0

5 弱电线路 4.0 5.0
6 采石场 / 300
7 50吨炸药库 / 1260

本项目在线路路径拟定时，已尽可能避让民房，线路沿线不跨越民房。

线路的埋深按《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8-2018）要求，即穿越车型道路时，电缆保护管管顶至路面距离不

小于 1m，埋设于一般地面下时，电缆保护管管顶外皮至地面的距离不小于

0.7m。

（3）林木砍伐

输电线路经过林地时，采用高塔跨越，线路均在林木上方，塔基尽量避

让树木，仅对塔基占地内无法避让的林木进行砍伐。工程林木砍伐原则是：

①对林木较多的区域尽量避让，不能避让的尽量加高铁塔，并采用张力放线

方式以减少树木砍伐；②对地势低处考虑树木自然生长高度后净空距离大于

4.0m的树木，不影响施工放线时可不砍伐，灌木一般不砍伐；③保证导线对

树木的垂直净空距离和风偏后的净空距离。

项目建设使用林地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正在办理使用林地相关手续。

2.5.3施工布置情况

（1）塔基施工场

本项目工程塔基基础施工临时场地以单个塔基为单位零星布置。塔基开

挖过程中，应合理组织施工，选择科学的施工方式尽量减少临时施工占地面

积，尽可能采取斜拉牵张等占地面积小，对植被干扰较小的牵张方式；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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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设计的占地面积、样式要求开挖，尽可能多采用原状土开挖方式，避免大

规模开挖；尽量缩小施工作业范围，施工材料有序堆放，尽可能减少对塔基

周围生态的破坏；施工前，有条件进行植被恢复的地方需进行表土剥离，并

采取相应防护措施。在塔基施工过程中每处塔基都有一处施工临时占地作为

施工场地，用来临时堆置土方、砂石料、水、材料和工具等。根据该地区同

类输电线路工程施工经验结合咨询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本项目工程输电线路

塔基施工场地占地约在 32~145m2之间，塔基基础施工临时场地占地面积约

1.14hm2。

（2）电缆沟施工场

为减少交叉跨越，黎明变采用电缆进出线，电缆采用 YJLW02-64/110kV-1

×500新建电缆线路路径长度 202m，占地面积为 0.04hm2。

电缆沟进站路径示意图、电缆沟施工现场图如图 2-1、图 2-2。

图 2-1电缆沟进站路径示意图



47

图 2-2电缆沟施工现场图

（3）牵张场

导线采用张力牵引放线，以防止导线磨损，每回线路都要设置张力场和

牵引场（即牵张场）。牵张场一般选择地形平缓的场地进行施工，尽量避免

占用园地及耕地，使用完毕后恢复原始功能，根据设计资料，本工程共设置

3处牵张场，分别设置在 N1、N24、N44塔基附近，与塔基施工场共用已平

整场地，每处牵张场占地约 200m2，共计占地 600m2，占地类型为临时占地。

N44塔基附近的 3#牵张场位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黎明变南侧，但

由于电缆沟施工也需要平整地面开挖，所以可以共用已平整的土地，减少占

地。

1#牵张场、2#牵张场、3#牵张场现场图片见图 2-3、图 2-4、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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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1#牵张场现场照片

图 2-4 2#牵张场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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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N44塔基附近牵张场现场图片（与电缆沟施工场共用平整场地）

（4）施工道路

根据主体设计统计，需修整及修枝新修毛路 3.26km，道路平均宽度 1m，

占地面积 0.33hm2。

（5）料场

本项目工程所需的主要材料为砂石料、水泥、钢材、木材、油料和机电

物资等少量砂石骨料需从场址附近合规的砂石场采购；水泥、钢筋钢材、木

材、油料均就近采购。根据沿线的交通情况，本项目工程沿线将材料堆放于

塔基施工场地和牵张场的材料堆放区，便于塔材、钢材、线材、水泥、金具

和绝缘子的集散；不单独设置材料堆放场。

（6）取土场

本项目土石方工程基本上实现填挖平衡，不存在外借土方，项目施工期

仅 3个月，且每一塔基建设后，即进行回填，故本项目不涉及取土场。

（7）弃渣弃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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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工程的实际情况，由于项目呈线性分布，施工区较分散，因

此，本项目临时堆土点设置在塔基施工区内，施工结束全部回填恢复生态，

不单独设弃渣弃土场。

（8）施工营地

项目建设期间临时施工营地主要租用项目区域附近房屋，或结合塔基、

牵张场地等设置临时帐篷营地，不在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不单独设

置临时施工营地。

（9）混凝土拌和站

于塔基施工场现场搅拌，不单独设置混凝土拌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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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方

案

2.6施工工艺

本工程施工主要有施工准备、基础施工、组装铁塔、架线施工等阶段

，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是基础施工阶段。

2.6.1施工准备

施工准备阶段主要是施工备料、施工机械准备。线路尽量沿公路走向，

便于施工道路尽量利用现有公路，必要时也可以对部分公路进行整修以适应

施工需要。

2.6.2基础施工

根据现场的地形条件确定开挖方式，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最大

限度地适应现场变化地形的需要，使塔基避免大开挖，维持山坡原有的地形、

地貌，以利于水土保持要求和塔基边坡的稳定。岩石和地质比较稳定的塔位，

在设计允许的前提下，基础底板尽量采用以土代模的施工方法，减少土方的

开挖量。

①基坑开挖

根据主体设计，本项目基坑开挖方式主要是直柱板式基础。直柱板式基

础底板大、埋深浅，底板双向配筋承担由铁塔上拔、下压和水平大引起的弯

矩和剪力，主柱计算与阶梯基础相同。基坑开挖尽量保持坑壁成型完好并做

好临时堆土处理，避免坑内积水以及影响周围环境和破坏植被，基础坑开挖

好后应尽快浇筑混凝土

②余土堆放

塔基基础余土堆放：塔基基础余土为土石渣，搬运下山难度大、投资高，

因此，主体考虑施工期将塔基挖方就近堆放在塔基区施工场地，土方就地在

塔基征地范围内回填、平整。

③混凝土浇筑

购买成品混凝土或现场拌和的混凝土，需及时进行浇筑，浇筑先从一角

或一处开始，延伸四周。混凝土倾倒入模盒内，其自由倾落高度不超过 2m，

超过 2m时设置溜管、斜槽或串筒倾倒，以防离析。混凝土分层浇筑和捣固，

每层厚度为 20cm留有振捣窗口的地方在振捣后及时封严。

基础施工时，尽量缩短基坑暴露时间，做到随挖随浇筑基础，同时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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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面及基坑的排水工作；基坑开挖大时，尽量减少对基底的扰动。

土石方及基础施工流程见下图 2-5、2-6所示。

图 2-6 土石方施工流程图

图 2-7 基础工程施工流程图

2.6.3铁塔组立

工程所用直线塔或耐张塔根据铁塔结构特点采用悬浮摇臂抱杆或落地

通天摇臂抱杆分解阻力。铁塔组立接地工程施工流程框图见图 2-7。

图 2-8 铁塔组立接地工程施工流程

2.6.4架线及附件安装

本项目全线采用牵张力架线，架线施工方案如下：

①调整大牵引机方向，使之对正牵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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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放下牵引机液压支腿并垫枕木，将牵引机调平，收紧锚固牵引机手扳

葫芦固定牵引机；

③将牵引绳引入卷扬轮，入轮方向由内向外，上进上出，在卷扬轮上绕

七圈后，将绳固定于绳盘上，启动牵引机收紧余绳；

④绳盘轴应与牵引绳出口方向垂直，机前牵引绳上装好保安接地滑车。

⑤调整张力机方向，使之对正展放方向。放下张力机液压支腿，将张力

机调平，收紧锚固张力机的手扳葫芦，将张力机固定；

⑥将第一组两盘导线吊上导线盘架，调好盘架高度及方向，使线轴水平

并垂直导线进口装上气压制动器；

⑦将两条16尼龙绳分别缠绕在张力机轮槽内4圈，缠绕方向应与导线外

层捻回方向一致，上进上出；

⑧截除导线头的散股部分，套入单头网套连接器锁紧，距网套连接器尾

20mm处用12#铁丝绑扎不少于20匝。然后将铁线头及网套连接器套上专用帆

布保护套；

⑨将尼龙绳头与单头网套连接器连接好，慢速启动张力机，用人力拉此

尼龙绳，将导线绕过张力轮并拉出张力机4—5m，两个导线头拉出长度尽量

一致；

⑩将与导线锁紧的网套连接器端头，通过80kN旋转连接器及口15平衡钢

丝绳连接到走板上，并用250kN旋转连接器将走板与牵引绳相连。注意走板

的正反方向及平衡锤方向；

⑪待导线与牵引绳连接好后，启动张力机倒车收紧导线及牵引绳，拆除

牵引绳卡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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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架线施工工艺流程

2.6.5电缆沟施工工艺

由于黎明变进站线路交错，空间紧张，于是本项目采用电缆沟进站，电

缆沟施工流程如图 2-9。

图 2-10 电缆沟施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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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施工组织

2.7.1施工人员

施工人员 30人。项目施工时间集中在昼间，夜间不施工。

项目施工前，做好施工人员环境保护培训工作，增强施工人员环境保护

意识。加强施工人员管理，杜绝施工人员随意砍伐树木、捕猎野生动物、随

意排放废污水和弃置垃圾的行为。

2.7.2施工进度

工程预计于 2024年 7月开工建设，2024年 10月竣工。

2.7.3主要施工机械

施工机械主要为汽车、电动卷扬机、牵张机及绞磨机等。

2.7.4施工用水、电

施工用水：本项目各施工点较分散，各个施工点用水量较少，施工用水

在施工场地附近的溪流或河沟取或采用水车拉水。

施工用电：本项目施工供电采用自备柴油发电机发电。

2.7.5施工废污水、固体废物处置

加强施工管理，规范施工活动。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附近既有生活污

水系统处置。施工废水在施工场地附近设置施工废水沉淀桶，将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分类、分开堆

放，经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2.7.6施工时序

（1）制定合理的施工工期，避开雨季施工时大挖大填。对于存在较大

汇水面的塔基区上游一侧布设排水沟，用于排导周边降雨汇水，并接入原地

形自然排水系统。对土建施工场地采取围挡、苫盖的措施，避免由于风、雨

天气可能造成的风蚀和水蚀；

（2）合理组织施工，尽量减少占用临时施工用地；电缆开挖过程中，

尽量缩小施工作业范围，材料堆放有序，注意保护周围的植被；尽量减小开

挖范围，避免不必要的开挖和过多的原状土破坏；

（3）施工临时道路和材料堆放场地应以尽量少占地为原则，道路临时

固化措施应在施工结束后清理干净，进行翻松征地，恢复其原有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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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环境敏感区施工组织方案

本项目线路在跨越生态保护红线两侧塔基、跨越水体两侧塔基、风景名

胜区内塔基施工时，采取的施工组织如下：

（1）塔基施工临时场地和基础施工

风景名胜区内的塔基均采取人工挖孔桩基础、掏挖基础的原状土基础，

以减少塔基临时占地。临时工程用地周边应设置醒目的标识牌、边界线，严

格限制施工人员活动范围、机械作业范围及行进线路。塔基基础采取人工开

挖，以减少开挖面，降低土石方开挖量，缩短土石方开挖面的暴露时间，尤

其是针对表土比较松散的塔位，及时进行加固，缩短施工时间；施工期间加

强塔基的水土保持措施，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根据塔基处地形情况砌筑

浆砌石护坡、截排水沟和沉砂池，对占地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对临时堆

土采用密目网进行遮盖，用编织袋进行拦挡，尽量减少新增水土流失量。

（2）牵张场及架线施工

本项目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和水体旁设置牵张场。牵张设备设置在

塔基施工区，减少对生态敏感区内植被的破坏。

（3）施工便道及材料运输

位于风景名胜区的塔基，项目施工材料运输利用已建硬化道路和机耕道

路，再采取人抬马驮方式运输至塔基施工区域。大部分塔基位置处均已有人

抬道路可通达，人力运输利用这些现有人抬道路，不再重新开辟；其中部分

塔基无现有人抬道路通达，需重新开辟。

开辟施工便道利用树木间间隙，不砍伐乔木，需对部分灌丛、草丛进行

清理。运输过程中严格控制行走路线，避免对周边植被的践踏、破坏。施工

结束后及时对施工便道临时占地进行土地整治，并利用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

常见物种进行植被恢复。

（4）施工生活区和材料站

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水体附近、风景名胜区内设置施工营地、材

料站、拌和站等临时场地。

（5）余土处置

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风景名胜区内设置取、弃土点等临时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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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平坦地形的塔基，回填后剩余弃土堆放在塔座基面四周，并进行平整、

夯实；当铁塔四周为陡坡时，降底基面与基坑开挖的土石方无法就地堆稳时，

选择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的凹地进行堆放，堆放后进行平整，利用该地区常

见物种进行植被恢复，并加强后期管理维护。

（6）施工废污水、固体废物处置

加强施工管理，规范施工活动，对施工期间产生的施工废污水和固体废

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施工场地、设备清洗水利用施工场地设置的沉砂池处

理后循环利用；施工人员就近租用当地现有民房，产生的生活污水利用附近

居民既有设施收集后用作农肥，不直接排入天然水体；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

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清运至附近乡镇垃圾桶集中转运；禁止施工废水、生活

污水、油类、生活垃圾、弃土等排入水体。现场施工用水采用水车运送的方

式，排水必须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的标准执行，不得将污水随地排放。

（7）植被恢复

敏感区塔基开挖时，应将地表 30—40cm的耕作层推倒一侧临时堆放，

完工后覆盖地表以便于复耕；耕作层土壤的临时堆方应设置围挡措施。施工

结束后及时对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临时占地（包含塔基、施工人抬便道临时

占地）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铺，植被恢复尽可能利用植被自然更新，并利

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常见物种进行植被恢复，严禁引入外来物种，尽量

维护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并加强后期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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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2.7路径方案比选

本项目选址选线受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规划、风景名胜区等区域的限

制，从洛克大寨升压站到黎明变走向趋势为自西北向东南，将经过勐仑画家

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本项目与

选址选线限制区域的相对位置情况见图 2-11。

图 2-11 本项目与选址选线限制区域位置关系示意图

根据路径选择原则及沿线路径的实际情况，通过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分

析，选择最优路径方案，经现场勘查，拟选择三个方案进行比较，比选方案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城镇开发边界

画家村规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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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对比见图 2-11。

图 2-12 比选方案路径对比图

（1）中方案（推荐方案）

从洛科大寨西侧升压站出线后向东南方向走线，经过巴卡小寨后，在曼

仑村北侧右转向西南方向走线，跨越 G213策磨线，沿西南方向走线至曼勒

村北侧左转向东南方向走线，跨越 G219和 G8511，跨越后线路进入西双版

纳风景名胜区，径直沿东南方向接入黎明变。

（2）东方案（对比方案）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城镇开发边界

画家村规划区

中方案

西方案

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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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科大寨西侧升压站出线后向东南方向走线，经过巴卡小寨和曼仑

村，由从曼仑村东侧进入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在风景区内跨越 G219和

G8511后，从城子傣寨和安纳塔拉度假酒店之间穿过，避让西双版纳风景名

胜区的核心景区后右转向南，再次跨越 G8511，跨越后左转，沿东南方向接

入黎明变。

（3）西方案（对比方案）

本方案为参照《勐仑镇人民政府关于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

路工程路径选址意见的复函》（仑政函〔2023〕58 号）中意见：“线路路

径经过勐仑镇曼俄片区，片区内现有规划建设重大项目两个（勐仑画家村项

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为确保项目后期顺利推进，请对线路给予

优化，建议将 N23—N30基站往西移动，留下充足空间为勐仑后续发展提供

保障。”设立的对比方案：从洛科大寨西侧升压站出线后向东南方向走线，

经过巴卡小寨后，在曼仑村北侧右转向西南方向走线，从勐仑画家村项目、

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西侧绕行避让，跨越 G213策磨线，沿西南

方向走线至曼勒村北侧左转向东南方向走线，跨越 G219和 G8511，跨越后

为减少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的塔基占地，沿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外沿走

线，经过大卡村后北行，由黎明变南侧接入。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输电线路比选方案详见下表。

表 2-11 路径方案详细比较

序

号

方案

内容
西方案（对比方案） 东方案（比较方案） 中方案（推荐方案）

1 线路方案

长度
19.4 km 16.2 km 17.5 km

2 曲折系数 1.35 1.19 1.23
3 海拔高程 550m～1200m
4 地形概述 主要地形地貌为丘陵和山地

5 地质情况 地质情况良好

6 地震烈度 Ⅷ度

7 交通情况 交通条件较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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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其他线

路的交叉

跨越

穿越 220 kV版黎 II
回线：1次（回）、

穿越 220 kV梭罗河

牵 II回线：1次（回）、

穿越 220 kV黎茶线：

1次（回）、穿越 220
kV勐腊北牵 I回线：

1次（回）、跨越 110
kV黎罕 T线：1次
（回）、穿越 110 kV
黎枫线：1次（回）、

穿越 110 kV黎宽线：

1次（回）、穿越 110
kV黎金线：1次（回）、

穿越 110 kV黎腊 I、
II线：1次（回）、跨

越 35 kV仑藤线：1
次（回）

穿越 110kV回黎线：

1次（回）、跨越 35
kV仑藤线：1次

（回）、跨越 220kV
藤蔑山：1次（回）

跨越 110 kV黎罕 T
线：1次（回）、穿

越 220 kV版黎 II回
线、梭罗河牵 II回线：

1次（回）、跨越 35
kV仑藤线：1次

（回）、穿越 220 kV
黎茶线、勐腊北牵 I
回线：1次（回）

9
与公路的

交叉跨越

跨越 G213一次

跨越 G219一次

跨越 G8511一次

跨越 G213一次

跨越 G219一次

跨越 G8511一次

跨越 G213一次

跨越 G219一次

跨越 G8511一次

10 林地分布

情况

沿线林地基本成片、块状覆盖，有部分橡胶经济林区，其余树种多

果林、杂木、灌木为主。

11
沿线矿产

及设施情

况

项目路径无矿产压覆情况。

12 通信保护 对电信线路无危险和干扰影响

13 冰区长度 覆冰 5mm，基本风速 27m/s。

14
涉及生态

保护红线

的长度

穿越生态保护红线共
2.6km

跨越生态保护红线

共 100m
跨越生态保护红线

共 397m

14

涉及西双

版纳风景

名胜区的

长度

穿越景区 500m 穿越景区 5.1km
穿越景区 2.734km
（其中 202m为电缆

沟）

15
涉及基本

农田的长

度

860m 3 km 80m

16

涉及的电

磁、声环

境保护目

标数量

6户 9户 3户

17 优点

1、涉及风景名胜区

的线路长度略少于其

余两方案

2、已尽可能避让画家

村规划区

1、绕开了勐仑画家

村项目、勐仑艺术家

创作基地项目规划

区

2、跨越生态保护红

线距离最短

1、距离现有道路相

对较近，需开辟的施

工便道较少。

2、涉及的电磁、声

环境保护目标最少。

3、电缆沟进站，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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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路较短，较直，

花费较少

少与其他线路的交

叉跨越。

18 缺点

1、该线路路径方案与

其他线路交叉跨越较

多，协调难度相对较

大。

2、长度较长，花费较

多。

3、涉及的电磁环境、

声环境目标较多。

4、距已有道路较远，

需开辟较多的施工道

路。

5、穿越生态保护红线

线段最长，无法避免

塔基占生态保护红线

区域。

1、穿越风景名胜区

的线路长度最长

2、涉及西双版纳风

景名胜区核心景区

（城子傣寨）

3、途经勐仑特色小

镇规划区，不建议穿

越。

1、无法避让勐仑画

家村项目、勐仑艺术

家创作基地项目规

划区

19 设计推荐

意见
不推荐 不推荐 推荐

2.8比选结果

东方案出于对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的避让

要求，从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的东侧绕行，由

于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东侧就是西双版纳风景

名胜区，只能将塔基移至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但由于国道 G8511沿线有

加油站，有城子村白塔（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二级保护区）、城子傣寨（西

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西双版

纳风景名胜区特级保护区）以及罗梭江风景河段（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二级

保护区）的限制，只能从城子傣寨和罗梭江风景河段中间穿过，无法避让以

上核心景区，必然对风景名胜区的景观造成巨大影响。

西方案按照《勐仑镇人民政府关于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

工程路径选址意见的复函》（仑政函〔2023〕58 号）的建议：“将 N23~N30

塔基西移”，绕过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同时

出于减少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占地的考虑，选择将线路向南走线，但由于黎

明变电站为现状已投运变电站，且黎明变本身就处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中，故

本方案走线也无法完全避让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由于黎明变南侧间隔出线线

路复杂密集，本方案线路将会在黎明变南侧与许多线路进行交叉跨越（黎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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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线、黎枫线、黎腊 I回、黎腊 II 回），协调难度增加，电磁环境影响也大

幅增加。

中方案为绕开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只能从曼俄村西侧走线，

必然经过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无法避让；中

方案接入黎明变段采用电缆沟进站，减少架设难度，协调难度降低；中方案

虽然在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架设，但架设路段与城子傣寨中间有国道 G8511相

隔，对景观的影响较小。

首先，由于黎明变已经建成，且位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所以三个

方案皆无法完全避让，本线路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具有不可避让性；其

次，为了避开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将 N23—

N30向东移，则必然经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核心景区不可占用，

将 N23—N30向西移，则线路将进入西侧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且必然增加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塔基占地，所以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

地项目规划区不可避让；最后，中方案涉及风景名胜区部分为三级保护区，

以保持和恢复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为主，本项目占地为点状零星分布，在采

取视线廊道采取种植隔离、表土剥离和生态恢复等措施后，对景观风貌和生

态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综合比较，中方案（推荐方案）线路选址具有唯一性，无法避让勐仑画

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无法避让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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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

态

环

境

现

状

3.1主体功能区规划

2014年 1月 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

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云政发〔2014〕1号），《云南省主体功能

区规划》（云政发〔2014〕1号文）将云南省国土空间分为重点开发区域、

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三种区域。

本送出线路工程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和勐腊县，分别为《云

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属

于限制开发区域。生态功能区分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3

种类型，景洪市和勐腊县地处南部边境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本项

目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位置关系图见附图 5。

表 3-1项目所在地主体功能区要求

区域 类型 综合评价 发展方向

南部

边境

森林

及生

物多

样性

生态

功能

区

生物

多样

性保

护

热带北缘地带。发育有我国特有的热带季节雨

林、季雨林、山地雨林和湿润雨林。生态系统

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极高，是亚洲象、绿孔雀、

望天树等重要保护物种的分布地和亚洲象亚洲

野牛、印支虎与其国外栖息地的主要通道。目

前由于不合理开发，环境破碎化程度较高，野

生动植物生存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扩大保护区范围，

加强对热街雨林

和重要保护动物

栖息地的保护；严

禁砍伐森林和捕

杀野生动物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项目，本项目用地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项目属于区域

开发和管制原则中允许开发的太阳能清洁能源生产，项目建设不会损害生态

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性和改变区域的主体功能规划。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

《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

3.2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云南省的生态环境敏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布规律及存在的生态

问题，2009年 9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复的《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规划》，将

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共分一级区（生态区）5个，二级区（生态亚区）19个，

三级区（生态功能区）65个。经查询，项目所在地的生态功能区划区属于

生态亚区Ⅰ1-1澜沧江下游低山宽谷农业生态功能区。本项目与云南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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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划位置关系图见附图 6，该生态功能区情况见表 3-2。
表 3-2本项目所在地的生态功能区规划

生态功能分区单元
所在区

域与面

积

主要生态特

征

主要

生态

环境

问题

生态

环境

敏感

性

主要生

态系统

服务功

能

保护措施

与发展方

向

生

态

区

生态

亚区

生态

功能

区

Ⅰ

季

风

热

带

北

缘

热

带

雨

林

生

态

区

Ⅰ1
西双

版纳

南部

低山

盆地

季节

雨林

生态

亚区

Ⅰ1-1
澜沧

江下

游低

山宽

谷农

业生

态功

能区

景洪、

勐海县

的南部

地区，

勐腊县

的西部

地区，

面积
5690.40
平方公

里

大部分地区

为海拔 1000
米以下的低

山宽谷，坡度

平缓。热量和

雨量充沛，地

带性植被为

热带季节雨

林和季雨林，

地带性土壤

为砖红壤

旅游

业造

成的

环境

污染

和热

带景

观破

坏

生境

极为

敏感

以热带

经济作

物为主

的生态

农业和

以热带

风光为

主的生

态旅游

防止水土

流失和土

地退化；

注意保护

特有的热

带景观和

民族文化

风情，防

止由于旅

游带来的

生态环境

破坏

用地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不可用林地等用地。项

目施工期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施工，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并及早恢复。

综上，项目的实施不会对评价区生态系统造成明显影响，与《云南省生态功

能区划》要求不冲突。

3.3生态敏感区和生态空间

（1）永久基本农田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

电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

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

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经套合景洪市和勐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

线”划定成果，该项目塔基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部分线路跨越永久基

本农田，线路采用高空架设。根据与三区三线位置关系查询结果显示，N6~N7

之间的导线跨越永久基本农田，跨越长度为 80m。

（2）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

根据《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以及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年）》，云南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6个一级优先区域和 18个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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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区域，涉及 16个州、市 101个县、市、区，总面积约 9.5万平方千米，

占云南国土面积的 23.8%。

根据叠图分析，本项目所有建设内容（即 17.6km输电线路和 44基塔）

均位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所涉及区域属云南南部边缘热带雨

林区下辖的 2-4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区。该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湿润

气候，是云南热带雨林保存最完好的地区。

图 3-1 项目与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位置关系图

根据现场调查，由于区域人为活动显著，人为活动显著区，现状均为各

类园地，仅部分箐沟和陡坡残存零星的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并

在局部山坡有小面积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已无典型的雨林残存。而且残存的

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以及热性稀树灌木草丛的面积较小，且被园

地围垦，呈破碎的小斑块散布。

（3）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

电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

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

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经套合景洪市和勐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

线”划定成果，该项目塔基用地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部分线路跨越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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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红线，线路采用高空架设。

项目 N8-N9、N33-N34、N34-N35、N36-N37之间的输电线路合计 397m，

所跨越生态保护红线为南部边境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类

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四处导线跨越生态红线处，生态保护红线均位于箐沟

内，而两侧的塔基则在两侧山体的高地，下导线对跨越的生态红线高度均超

过 50m。

（4）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根据《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本项目涉

及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勐仑景区。勐仑景区规划面积 124.6km²，

包括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天生桥片区、勐仑城子傣寨及罗梭江

的一段。

由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项目，需按

照《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等

3座光伏电站接入系统方案的意见》（云电规划〔2023〕510号）文件要求

输入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西南边缘的 220kV黎明变电站需按照相

关要求输入 220kV黎明变电站，而终点处的黎明变电站位于西双版纳风景

名胜区（勐仑景区）内，因此输电线路终点段将不可避免进入西双版纳风景

名胜区（勐仑景区）。线路不涉及风景名胜区的其他景区，与其他景区的距

离均超过 10km。

据《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将本项

目与总体规划分级保护区划范围进行叠加可知：工程有 2.734km输电线路穿

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三级保护区，包括电缆 202m和 9基塔

（N25、N37、N38、N39、N40、N41、N42、N43、N44），工程不涉及其

他保护区，与二级保护区的直线距离为 0.9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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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拟建工程与勐仑景区规划位置关系图

图 3-3 拟建工程与勐仑景区保护等级区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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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拟建工程在勐仑景区工程建设内容示意图

（5）拟建亚洲象国家公园

亚洲象国家公园目前尚未取得批复，尚处于规划探索阶段。其规划范围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北至临沧市耿马县勐简乡，南至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

镇中老边境，东至勐腊县勐伴镇中老边境，西至临沧市沧源县班老乡中缅边

境，规划面积 4200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 2288平方公里，一般控制

区 1912平方公里），地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 3个州（市），景洪、勐

腊、思茅、沧源、耿马 5个县（市、区），涉及西双版纳、南滚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太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西双版纳

罗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景洪县级自然保护区等 6处自然保护地。

拟建亚洲象国家公园目前规划范围位于云南省西南端边境区域，地理坐

标为东经 98°56′41.57″—101°50′2.56″，北纬 21°10′32.28″—23°

40′32.35″。北至临沧市耿马县勐简乡，南至勐腊县勐满镇中老边境，东

至勐腊县勐伴镇中老边境，西至沧源县班老乡中缅边境，涉及西双版纳、普

洱和临沧 3个州（市），包括景洪、勐腊、思茅、沧源、耿马 5个县（市、

区），面积 4200平方公里。

本项目 N1~N19共 19基塔位于规划的亚洲象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线

路以及塔基均不涉及拟建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其中 N17塔基与核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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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距离最近，为 760m。

图 3-5 本项目与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位置关系图

图 3-6 本项目与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位置关系图

（6）亚洲象活动区域

根据 2022年 10月由国家林业昆明勘察设计院编制的《国道 G219线云

南景洪（勐宽）至勐腊（勐醒）段改扩建工程亚洲象及其栖息地影响专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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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报告》以及 2023年 3月由昆明卓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勐腊县农

业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对亚洲象及其栖息地影响专题评价报告》，并结合近期

对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的访问调查确认：

2020年和 2021年评价区活动象群隶属于勐养亚种群，连续两年离开勐

养保护区一路南下，并在橄榄坝多次肇事，引起高度关注，故被称为“橄榄

坝象群”。象群共 17头，3头公象、14头母象，从勐罕镇活动至勐腊县勐

仑镇范围，逗留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勐仑片区，随后横穿勐仑保

护区，其间于工程拟建 N17~N18、N24~N27、N29~N32段输电线路架空段

往返穿越本项目。

评价区涉及2020年和 2021年橄榄坝象群在勐仑子保护区南侧的往返线

路，该象群从勐仑跨过江进入关累镇藤蔑山村委会，沿回库新寨-坡头寨-丫

口寨-半山寨－扎王－勐捧农场九队－梭罗河活动至澜沧江边，后沿梭罗河

返回半山寨，并沿旧龙－小新寨－回库大沟－罗梭江返回勐仑。近 40年来

仅 2020年和 2021年的 2月至 5月连续两年 1群亚洲象共 17头在项目沿线

活动，活动频率较低。

据访问调查确认，橄榄坝象群已于 2021年返回勐养保护区，但在南下

迁移过程中，一雄性个体偶尔会离开象群独自活动，通过访问调查了解到该

头大象于 2020年～2022年三年间也同样穿越过本项目输电线路架空区。根

据近期的象群监测，亚洲象于 2021年后（除那头公象在 2022年还在勐仑子

保护区短期游荡之外）再未南下至勐仑一带活动。



72

图 3-7 本项目与亚洲象活动轨迹位置关系图

（7）其他生态敏感区

本项目位于景洪市和勐腊县境内，其境内还规划有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罗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易武州级自然保护区、景洪县级自然

保护区、关累勐捧县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南腊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上述各生态敏感区与本项目最近距离均超过 600m，不受工程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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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括 5个片区，线路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各子保护区最近的为勐仑子保护区，两者最近距离为 650m。

罗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景洪市和勐腊县境内，工程与其最近距

离为 750m。

易武自然保护区位于勐腊县的东侧，工程与其最近距离为 30km。

景洪县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景洪市境内，工程与其最近距离为 1.35km。

关累勐捧县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勐腊县南侧，工程与其最近距离为 35km。

南腊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位于勐腊县东南侧，工程与其最近距

离为 43km。

工程与景洪市和勐腊县境内各法定生态敏感区的位置关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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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本项目与周边法定生态敏感区位置关系图

本项目涉及的生态敏感区和生态空间汇总如下表：

表 3-3 项目与景洪市、勐腊县依法成立的各类环境敏感区的位置关系汇总表

序

号
分类

环境敏

感区
位置关系 管控要求

1 三区

三线

永久基

本农田

N6~N7段涉及跨越永久

基本农田约 80m。

线路路径涉及永久基本农田部分

不得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涉及生态

保护红线部分需按照《云南省自然生态保 N8-N9、N33-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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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3〕98号）文件要求，规范

建设。

护红线 N34-N35、N36-N37段跨

越生态保护红线约

397m。

城镇开

发边界
不涉及

2

生物

多样

性保

护优

先区

西双版

纳热带

雨林区

全线。

1.保护优先、永续利用 2.分类指

导、突出重点 3.科技支撑、提升水

平 4.生态补偿、惠益共享 5.政府主

导、公众参与

3

西双

版纳

风景

名胜

区

勐仑景

区

N25、N37、N38、N39、
N40、N41、N42、N43、
N44共 9座塔基和 202m
电缆沟。

《风景名胜区条例》

《云南风景名胜区条例》

4
自然

保护

区

罗梭江

鱼类州

级自然

保护区

不涉及。

《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西双版

纳国家

级自然

保护区

最近距离 650m

5 国家

公园

亚洲象

国家公

园

N1~N19共 19基塔位于

规划的亚洲象国家公园

一般控制区

《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

6 水体
勐哈河 N30~N31跨越水体。 《GE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热水河 N23~N24跨越水体。

3.4自然环境现状

3.4.1地形、地貌和地质

（一）地形情况：西双版纳地形是北、西、东三面较高，中部较低，南

部边境一线相对高起，但中间被谷地或低山隔开，形成缺口，整个地势呈北

高南低倾斜。地貌形态以流水侵蚀、剥蚀为主，伴有岩溶地貌和湖成地貌。

地貌结构比较复杂，以山地及山原地貌为主，在山地山原中间散布众多的红

层宽谷盆地，在宽谷的外围及盆地的四周环带状分布着丘陵和低山山地。

工程区地处横断山系纵谷区南端，地处澜沧江大断裂带两侧，具山原地

形，北高南低，两侧高，中部低，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区内最高点为场区

北部丫口大山顶峰，海拔高程 1500m，最低点为场区中部的附近河床海拔

1000m，相对高差大于 500余米，总体属构造侵蚀中山地貌。区内水系发育，

属澜沧江水系。该项目所在地植被发育较好，主要为橡胶树、松树林、茶园

及杂木林，部分为热带水果种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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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地形丘陵50%，山地40%，高山10%。线路路径海拔在500m～1200m

之间。

（二）地层岩性及土质划分

以澜沧江为界，江东与江西分布的地层差异较大。江东以中生界的红色

河湖相碎屑岩为主，而西部普遍分布的是花岗岩和各种板岩、石英岩等变质

岩。主要岩性和地层是：第三纪、第四纪河湖相沉积地层，多分布在河流两

岸的河漫滩、阶地，盆地底部及两侧的低丘。白垩系地层，主要由浅紫色泥

岩、泥灰岩、砂页岩组成，主要分布在勐腊盆地。

生界侏罗系、三叠系地层，由紫色、紫红色、黄色、灰黄色等不同颜色

的砂岩、砾岩、长石英砂岩、泥岩、泥灰岩及页岩组成。这一类地层在西双

版纳地区的分布面积较广。

三叠系下部以及二叠系或石炭系地层，由杂色砂页岩和碳酸岩组成，主

要分布在勐腊县境内，如勐远一带，以及勐醒、勐仑东部的南北向山地。另

外在景洪县的勐罕东部和勐腊县西北部的澜沧江两岸山地都是这一类地层。

下古生界地层变质而成的变质岩，由片岩（包括绿泥绢云母片岩、石英

片岩、云母石英片岩）、板岩、变质砂岩及石英组成，在西双版纳的西南部

及西部有较大面积的分布。

燕山期的岩浆岩地区，是临沧花岗岩体的南延部分，以花岗岩为主体，

由黑云母花岗岩、二云母花岗岩、花岗岩闪长石等组成，分布在西双版纳的

中、西部地区。

根据踏勘调查、区域地质资料，线路主要由坡残积粉质粘土（Q4el+dl）、

碎石土（Q4dl）、侏罗系砂岩、泥岩、中三叠统（T2）砂板岩互层组成，大

部分顶部分布有厚度 0.3m～0.4m不等的耕土，现根据野外点调查对场地地

基土从新到老叙述如下：

（1）粉质粘土（Q4el+dl）：黄色～黄红色，干燥，硬塑，含较多砂岩、

火山岩角砾，该层全场地分布，厚度多达 1.0～2.0m。

（2）碎石土（Q4dl）：灰黄色，中密～密实，碎石含量 40%～60%，

棱角形，次棱角形，分选极差，一般粒径 5～15cm，最大粒径 20cm，成分

以各种火山岩、变质岩为主，由粉质粘土，中细砂，角砾充填。该层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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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场地大部分地段厚度较厚，厚度 2m～7m。该层具有较好的物理力

学性质，是较好的基础持力层。

（3）侏罗系下统冯家河组砂岩（J1f）：灰白色，夹少量泥岩薄层，中～

厚层状，产状约 265°∠18°，岩芯呈柱状为主，夹少量碎块状，锤击声哑

易破碎，岩体较破碎，岩芯采取率较低，强度较好，岩块强度差异较大，岩

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Ⅲ级。

（4）侏罗系中统禄丰组泥岩、泥质砂岩、砂质泥岩（J2sl）：灰色，中

厚层状，岩体较破碎，表层强风化，强度较好，可作为杆塔基础持力层。

中三叠统砂质板岩（T2）：一种浅变质岩。由粘土质、粉砂质或中酸性

凝灰质岩石经轻微变质作用形成。黑色或灰黑色，岩性致密，板状劈理发育。

在板面上常有少量绢云母等矿物，使板面微显绢丝光泽。没有明显的重结晶

现象。具变化结构和斑点状构造。该层具有较好的物理力学性质，是良好的

基础持力层。

区域地质构造：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南端的怒山山脉南延部位，怒山山

脉末端西侧，地貌上属滇西纵谷山原区之保山－景洪中山峡谷亚区中偏南部

西侧，地貌明显受地质构造控制，由于南北向、北西向、北东向构造发育，

山体切割较强列，地形较零碎，区内总体地势北高南低，山岭高程在 1000～

2240m之间，南垒河谷高程 900m左右，相对高差在 1300m左右。主要山脉

呈 NE向，地貌形态属构造侵蚀型中等割中、低山山地貌。工程区水系发育，

属澜沧江水系，线路沿线属澜沧江一级支流南垒河的二级支流南咤河流域，

河流走向为北西向，明显受构造控制。二、三支流发育，走向多变，呈树枝

状或网状分布。

沿线主要出露岩性为紫红色、暗紫红色泥岩夹砂岩，粉砂岩和砂岩，局

部地段为灰、灰白色石英砂岩、含砺砂岩夹紫红色泥岩。

沿线地质构造较复杂，线路路径地段有多条断裂通过，形成深切峡谷和

高陡山峰，区域内新构造运动也较活跃，但活动性断裂带离路径区域较远，

线路经过区域属于相对稳定地段，适宜线路建设。

本地区地形坡度较陡，地表土层较厚，植被良好，在自然状态下，坡体

一般较稳定。但一旦形成较陡的开挖边坡，植被破坏后，易于出现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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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坡失稳的现象，因此在塔基处理和基础设计上考虑少降基面，少破坏植

被、弃土远运、排水、支挡等措施。

表 3-4 沿线各岩、土层的主要物理力学指标建议值

物理力学指标

地基岩土名称

重力密度

r（kN/m3）

内摩擦角

Ф（ο）

凝聚力

C（kPa）
承载力标准值

fak（kPa）

中等风化砂岩、粉砂岩、

砂砾岩
20.0～22.0 30～40 400～600

强风化砂岩、粉砂岩、砂

砾岩
19.0～20.0 25～30 300～350

中等风化泥岩、页岩、粉

砂质泥岩
19.0～20.0 20～30 250～280

强风化泥岩、页岩、粉砂

质泥岩
17.0～18.0 15～20 15～25 200～220

硬塑状态黏性土 17.0～18.0 12～15 30～35 160～180
可塑状态黏性土 16.5～17.5 8～12 25～30 120～140
软塑状态黏性土 15.5～16.5 6～8 15～20 50～80

3.4.2气候特征

勐仑镇地处澜沧江大断裂带以东，无量山脉尾梢，基诺山系罗梭江侵蚀

峡谷盆地。地形为中间河谷平坝，四周群山环绕。境内最高峰位于帕不鲁山，

海拔 1400米；最低点位于罗梭江下游的曼赛村，海拔 540米。

勐仑镇属亚热带雨林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如春，全年无霜。多年平

均气温在 21.5℃，年平均降水量 1600毫米。勐仑镇境内主要河流有罗梭江、

胡醒河和南哈河。罗梭江境内长 12千米，胡醒河和南哈河总长 23千米，宽

20多米。境内最大河流为罗梭江，流域集水面积 2533平方千米，年均径流

深 764毫米，径流总量 57.9亿立方米。

3.4.3水文

水文条件：线路区域位于山坡地带，水文地质条件相对简单，主要接受

大气降水补给，沿地面向山脊两侧地表沟谷排泄或沿山坡下渗。根据地下水

的赋存条件和特点，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基岩裂隙水和孔隙水。基岩裂隙水主

要赋存在基岩节理裂隙中，受大气降水补给，沿各类节理所组成的裂隙网络

运动，向附近冲沟、山间盆地排泄。孔隙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松散堆积物中，

一般埋藏较深。

3.5生态环境现状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本项目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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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段的线路和塔基以及两端

进出段各外延 1km的线路的区域确定为工程线路中心线两侧外扩 1000m的

范围，其他段为线路中心线两侧外扩 300m；在此基础上得到本次评价区面

积约 20.8km2。

生态环境现状部分已在生态专题中进行详细说明，此处只进行简单摘

录。

（1）植被调查结果

项目位于滇南，评价区海拔范围在 560～1230m，根据《云南植被》，

评价区属于：I热带季雨林、雨林区域→IA西部（偏干性）季雨林、雨林亚

区域→IAi季风热带北缘季节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地带→IAi-1滇南、滇西南

山间盆地季节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区→IAi-1a西双版纳南部山中盆地大药树、

龙果、白榄林、高山榕、麻楝林亚区，评价区地带性植被大部分为热带雨林

和季雨林。

受长期经济林垦植等人为活动影响，评价区绝大多数区域的植被为橡胶

林和其他经济林，极少量片段化的季雨林、常绿阔叶林（雨林、季雨林强烈

干扰后自然恢复形成的次生林）、热性稀树灌草丛，分布于工程沿线山谷陡

峭处、路边、江河边；评价区北部海拔 1000m以上山体则分布有季风常绿

阔叶林（洛科大寨西部山顶区域），但表现出很大程度的次生性，呈小斑块

状分布在橡胶林和其他经济作物林中，1000m以下区域的自然植被，则主要

为山谷底部残存的季雨林和路边、林缘等热性稀树灌草丛片段。人工植被主

要为橡胶林，以及其他少量农地和果园。

（2）生态系统调查结果

组成评价区的主要生态系统类型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2

个大类、共 9种类型，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有 4类，包括阔叶林生态系统、草

丛生态系统、湖泊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 5类，包括园地

生态系统、耕地生态系统、居住地生态系统、工矿交通生态系统、裸地生态

系统。

评价区中人工生态系统占比较大，其面积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78.56%，

自然生态系统的占比则达到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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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脊椎动物调查结果

根据生态专题综合分析，目前评价区分布有野生脊椎动物 5纲 23目 62

科 133种，其中两栖类 1目 5科 7种，爬行类 1目 6科 11种，鸟类 11目

32科 66种，哺乳类 5目 7科 12种，鱼类 4目 5科 16种。具体物种详见生

态专题。

（4）保护植物

据评价区现场调查，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年 9

月 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2021年第 15号）；国务院 2021

年 8月 7日批准），发现评价区分布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2种，

即：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中华桫椤 Alsophila costularis、大叶木兰

Lirianthe henryi、合果木Michelia baillonii、大叶风吹楠 Horsfieldia kingii、

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勐仑翅子树 Pterospermum menglunense、奶

桑 Morus macroura、红椿 Toona ciliata、硬叶兰 Cymbidium mannii、束花石

斛 Dendrobium chrysanthum、鼓槌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分布地坐

标、株数和是否被工程建设直接影响见生态专题。

根据《云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

农业农村厅公告 2023年 11号），发现评价区分布有云南省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 1种，即：见血封喉 Antiaris toxicaria。

对照国家和云南省极小种群植物名录，评价区未调查到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的分布。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年），评价区中

的 891种维管束植物中，共有 825种经过了物种种群濒危程度评估，其中濒

危（EN）13种，易危（VU）23种，近危（NT）33种，无危（LC）733种，

缺乏数据（DD）23种，未评估 66种，受威胁物种（EN、VU）共 36种。

评价区分布中国特有物种 73种，其中云南特有植物 30种。蕨类植物 4

种，被子植物 69种。

根据云南省林业厅颁布的《云南省古树名木》所列，评价区范围内，发

现 1株高山榕古树，胸径 1.4m，树高约 25m，属于国家 III 级古树。分布点

地理坐标为 21° 59' 11.31" N , 101° 11' 31.11" E，位于 N8塔基的西南侧 22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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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5）保护动物

①两栖动物

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在工程评价区记录的7种两栖动物中，无国

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无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

物种，也无中国特有动物分布。

②爬行动物

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在工程评价区记录的 11种爬行动物中，无

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无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

胁物种，也无中国特有动物分布。

③鸟类

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工程评价区所记录的 66种鸟类中，有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鸟类 5种，分别为黑翅鸢 Elanus caeruleus、黑鸢

Milvus migrans、普通鵟 Buteo buteo、红隼 Falco tinnunculus、褐翅鸦鹃

Centropus sinensis；无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物种，也无中国

特有动物分布。

④哺乳类

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工程评价区分布的 12种哺乳动物中，有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亚洲象，无国家二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

也属于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物种（极危种），评价区无中国

特有动物分布。

⑤鱼类

结合现场访问调查和文献记录，评价区未记录有《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收录的受胁物种。

3.6环境质量现状

3.6.1水环境质量现状

（1）地表水

本项目跨越热水河一次，勐哈河一次，二者都属于澜沧江流域罗梭河支

流。通过现场踏勘和资料分析，本项目输电线路涉及的勐哈河、热水河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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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中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饮用水取水口，涉水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重点保护

与珍稀水生生物的栖息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

洄游通道，天然渔场等渔业水体，以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水环境敏感区。

根据《云南省水功能区划》（2014年修改），罗梭江又名补远江，是

澜沧江一级支流，属于“补远江宁洱－勐腊保留区”，水质目标为 II类，

水环境功能为“一般鱼类保护、农业用水”。热水河、勐哈河均汇入下游的

罗梭江，未划定水功能类别，评价拟按照支流不低于干流的要求，热水河、

勐哈河水质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I 类水质标准

执行。

区域达标情况：根据《2022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年

报》：“全州 12个国控、省控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优良（Ⅰ-Ⅲ类）比率达到 100%，

其中：Ⅱ类监测断面 9个，占 75%；Ⅲ类监测断面 3个，占 25%。水质状况与 2021

年同期基本持平，水环境质量持续并列全省第一。”

本项目跨越的勐哈河、热水河均为罗梭江支流，位于勐腊大桥断面上游

，勐腊大桥地表水监测断面位于本项目下游区域。该断面为距离本项目最近

水质监测断面，位于本项目最近处约2.3km。根据《2023年勐腊县地表水监

测断面水质类别》，2023年1月至6月，勐仑大桥（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水

质类别统计表见下表：

表 3-5 勐仑大桥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类比统计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水质类别 Ⅱ Ⅰ Ⅲ Ⅱ Ⅱ Ⅱ

结合环境质量状况年报结果分析，本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体水质状况优

良（Ⅰ-Ⅲ类）比率能达到 100%，该水环境现状良好。

（2）地下水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附录 A，

本项目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其他能源发电类，项目类别属于“Ⅳ类”，

参照 HJ610-2016中 4.1规定，拟不开展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及影响评价工

作。

3.6.2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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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年报》，景洪市

全年有效监测天数 364天，其中环境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 260天，占 71.4%，

环境空气质量为良的天数 90天，占 24.7%，全年优良天数比率为 96.2%，。

轻度污染天数 12天，占 3.3%，中度污染天数 2天，占 0.5%，污染天数较

2022年增加 13天。主要污染物 PM2.5年均值为 25ug/m:，比 2022年上升了

56.3%。

根据《2022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年报》，勐腊县

全年有效监测天数 356天，其中环境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 272天，占 76.4%，

环境空气质量为良的天数 60天，占 16.9%，全年优良天数比率为 93.3%，

比 2022年下降了 6.4个百分点。轻度污染天数 17天，占 4.8%，中度污染天

数 5天，占 1.4%，重度污染天数 2天，占 0.6%。主要污染物 PM2.5年均值

为 20ug/m，比 2022年上升了 53.8%。

根据 2024年 6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3年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年报》，景洪市和勐腊县的环境空气可达

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的要求。

本次环评收集了景洪市、勐腊县 2023 年 1-12 月空气质量月报表，景

洪市、勐腊县 2022 年 1-12 月空气质量情况见表

表 3-6 景洪市、勐腊县 2023年 1-12月空气质量情况一览表

地

区
日期

PM2.5 PM10 SO2 NO2 O3-8 CO

（ug/m³） （ug/m³） （ug/m³） （ug/m³） （ug/m³） （mg/m³）

景

洪

2023年
1月 27 38 7 18 96 0.8

2023年
2月 40 58 6 26 126 1

2023年
3月 49 77 8 27 136 1.4

2023年
4月 65 101 10 26 184 1.7

2023年
5月 22 35 8 16 134 0.8

2023年
6月 11 18 7 10 97 0.6

2023年
7月 11 16 6 11 92 0.5

2023年
8月 9 14 8 9 5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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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9月 12 18 9 10 79 0.6

2023年
10月 14 19 6 11 67 0.6

2023年
11月 16 26 6 15 76 0.7

2023年
12月 21 30 7 18 71 0.8

勐

腊

2023年
1月 17 34 5 4 69 1.1

2023年
2月 30 53 10 6 98 1.2

2023年
3月 50 79 11 7 110 1.3

2023年
4月 89 123 6 10 151 1.5

2023年
5月 8 27 5 5 97 1.2

2023年
6月 6 16 5 2 60 1.1

2023年
7月 7 15 6 2 51 1.1

2023年
8月 7 14 7 2 39 1.1

2023年
9月 6 19 6 3 50 1

2023年
10月 6 16 6 3 50 1.1

2023年
11月 8 22 6 5 55 1

2023年
12月 12 26 7 5 55 1.1

年度 20.5 37 7 5 73.8 1.2

根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勐腊分局的工作总结，勐腊地区污

染天气主要集中在 3、4月份，主要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烧荒耕种影响。

同时，本次环评收集了云南森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5月 16

日～18日在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开展的环境空气采样监测数据，

监测指标为 TSP，采样点地理坐标为 101°18′1.9″，21°55′44.39″，距离黎明

变 4.9km。

表 3-6引用环境空气 TSP 状监测情况表 单位：μg/m3

采样时间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一级标准值

2023.5.16 101°18′1.9″E，
21°55′44.39″N TSP

89
1202023.5.17 81

2023.5.1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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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引用监测结果，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环境空气中的 TSP 指

标可以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要求。

3.6.3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工程沿线主要经过农村地区、乡镇，本工程沿线主要经过农村地区、

乡镇，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线路穿越勐仑画

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

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局部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线路跨越国道或省道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4a类标准。

为了解项目区的声环境状况，本次评价委托昆明理工旭正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08日对输电线路路径环境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进行了现

状监测，检测结果如下。

1、监测项目

等效连续 A声级。

2、检测频率

每个监测点监测 1天。

3、监测布点

1#线路起点升压站位置、2#途经曼仑村散户位置、3#途经曼仑村散户位

置、4#跨越 110kV黎罕 T线、5#跨越昆磨高速 G8511位置、6#途经城子新

寨散户、7#穿越 220kV版黎 II回线、梭罗河牵 II 回线、8#跨越 35kV仑藤

线、9#穿越 220kV黎茶线、勐腊北牵 I回线、10#变电站围墙外 5米处。

表 3- 7 噪声监测结果表

监测点

号
测点描述 监测日期

检测数值（dB（A））

昼间 夜间

1# 线路起点升压站位置

2023年 10
月 29

41 37
2# 途经曼仑村散户位置 55 43
3# 途经曼仑村散户位置 43 36
4# 跨越 110kV黎罕 T线 45 38
5# 跨越昆磨高速 G8511位置 65 53
6# 途经城子新寨散户位置 55 45
7# 穿越 220kV版黎 II回线、梭罗河牵 II回线 40 40
8# 跨越 35kV仑藤线 43 42
9# 穿越 220kV黎茶线、220kV勐腊北牵 I回线 41 40
10# 220kV黎明变电站西南侧围墙外 5米处 4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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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沿线 10个噪声监测点位昼间等效连续 A声级在

40dB（A）～65dB（A）之间，夜间等效连续 A声级在 37dB（A）～53dB

（A）之间。其中 2#途经曼仑村散户位置，敏感目标紧邻国道，受国道车辆

往来噪声影响，检测值较大，6#途经城子新寨散户位置，敏感目标紧邻高速

公路，敏感目标距高速路约 20m，受高速路车辆往来噪声影响，检测值较大。

G8511昆磨高速跨越点位置昼夜间噪声过高原因为道路上车辆启停、通过所

致，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a类标准，其余均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昼间：55dB（A）夜间：

45dB（A））。

3.6.4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现状调查

本项目基诺乡段属于山谷地区，地广人稀，人为活动少。本项目勐仑镇

段穿越城镇规划区域，截至 2019 年末，勐仑镇户籍人口为 15860 人；勐仑

镇客运站 1个，客运量 16 万人次，另有 213 国道经过。

2、电磁环境现状监测

为了解项目区的电磁环境状况，本次评价委托昆明理工旭正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于 2023年 11月 08日对输电线路路径环境敏感目标的电磁环境进行

了现状监测，具体电磁环境监测结果如下。

（1）监测项目

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

（2）检测频率

每个监测点监测 1天。

（3）监测布点

1#线路起点升压站位置、2#途经曼仑村散户位置、3#途经曼仑村散户位

置、4#跨越 110kV黎罕 T线、5#跨越昆磨高速 G8511位置、6#途经城子新

寨散户、7#穿越 220kV版黎 II回线、梭罗河牵 II 回线、8#跨越 35kV仑藤

线、9#穿越 220kV黎茶线、勐腊北牵 I回线、10#变电站围墙外 5米处。

表 3- 8 电磁环境监测结果表

监测

内容
监测点描述 监测日期

监测数值

工频电场（V/m）工频磁场（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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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路起点升压站位置

2023年 10
月 29

0.03 0.0060
2# 途经曼仑村散户位置 8.45 0.0459
3# 途经曼仑村散户位置 6.23 0.0853
4# 跨越 110kV黎罕 T线 948.3 0.5875
5# 跨越昆磨高速 G8511位置 0.05 0.0046
6# 途经城子新寨散户位置 0.09 0.0053

7# 穿越 220kV版黎 II回线、梭罗河牵 II
回线

1.17 0.2865

8# 跨越 35kV仑藤线 172.46 0.2731

9# 穿越 220kV黎茶线、220kV勐腊北牵 I
回线

21.00 0.1766

10# 变电站围墙外 5米处 236.53 0.4338

由监测结果可知，110kV升压站、输电线路沿线环境敏感目标各监测点的工

频电场强度在 0.03V/m~948.3V/m之间，满足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000V/m）要求；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046μT~0.5875μT之间，满足工频

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100μT）要求。

3.6.5土壤环境现状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项目，结合《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内容、格式及编制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3号），原则上

不开展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建设项目存在土壤环境污染途径的，应结合污染

源、保护目标分布情况开展现状调查以留作背景值。本项目不存在土壤环境

污染途径，故不需要开展现状调查。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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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侧工程环保手续情况

（1）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 110kV升压站

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 110kV升压站（属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农

业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内容）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乡洛科大

寨，2023年 2月 27，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批复了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西环审〔2023〕11号），在建。

（2）220kV黎明变电站

220kV黎明变升压站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仑镇大卡村北

侧，距离勐仑镇约 5公里。220kV黎明变 110kV进线侧构架规划 110kV间

隔有 17个，预留备用间隔 7个。本期洛科大寨农业光伏拟建 110kV送出线

路使用 220kV黎明变 110kV进线构架靠近自西向东第 14个间隔（靠近 3#

主变侧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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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20kV黎明（版纳）变电站于 2016年 11月 9日取得西双版纳州环境保

护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西环验〔2016〕28号），同意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合格，同意该项目正式投入运营；黎明变现已建成投入运行，未

收到相关环保意见及建议。

2、与本工程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2.1与本工程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

（1）声环境污染源：本工程已建 220kV黎明变电站及拟建 110kV线路

沿线附近道路交通噪声及施工场地噪声为所在区域主要的噪声源。

（2）电磁环境污染源：本工程已建的 220kV黎明变电站和沿线已有的

高压输电线路为所在区域主要的电磁环境影响源。

2.2与本工程有关的主要环境问题

本次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明，工程所在地电磁环境和声环境现状均满足

相应国家标准要求，未发现明显环境问题。

根据现场踏勘和调查，变电站及输电线路区域未发现环境空气、水环境

等环境污染问题，未收到相关环保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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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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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目

标

3.7评价等级及范围

根据项目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情况以及项目的工程特点，项目主要

影响的环境要素为环境空气、声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及电磁环境。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环

境同学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试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

境》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各环境要素评价

范围如下：

3.7.1电磁环境

本项目为输变电工程，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

（HJ24-2020）中的有关规定，本项目电磁环境评价等级判定见下表。

表 3-9 电磁环境评价等级判定表

分类
电压等

级
工程 分析条件 评价工作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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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110kV 输电线

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范围

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三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范围

内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本工程线路为 110kV架空线路，线路边道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范

围内有一处电磁环境敏感点目标，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中表 3输变电

建设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本项目架空线路电磁环境评价范围为边导

线地面投影两侧各 30m区域。

3.7.2声环境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声环境功能区分类，建设

项目沿线农村地区所处的声环境功能区为《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规定的 1类地区；本项目线路穿越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

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

庄（指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

区要求；跨越公路线段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规定的 4a

类地区，且本项目建设前后噪声级增加很小（小于 5dB（A）），且受影响

人口数量变化不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

对评价等级分级规定，本项目声环境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评价范围为

110kV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以内的带状区域。

3.7.3生态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 2022），本项目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划分详见表 3-10。
表 3-10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划分原则

环境要素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

影响》（HJ19-2022）按以下原则

确定评价等级

本项目判别依据

生

态

环

境

陆

生

生

态

a）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时，评

价等级为一级；

工程不涉及国家公园，也不涉及自

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

境

b）涉及自然公园时，评价等级为

二级；

工程 9基塔（N25、N37、N38、
N39、N40、N41、N42、N43、N44）
以及 2.532km 输电线路和 0.202km
电缆涉及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评价等级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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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时，评价等

级不低于二级；

工程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工程

N8-N9、N33-N34、N34-N35、
N36-N37之间的输电线路合计

397m上跨生态保护红线，评价等

级为二级

e）根据 HJ 610、HJ 964 判断地

下水水位或土壤影响范围内分布

有天然林、公益林、湿地等生态

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生态影响

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工程 N2~N4、N16~N17共计 370m
输电线路上跨生态公益林且塔基

N3占用生态公益林，局部输电线

路上跨处有天然林分布，评价等级

为二级

陆生生态评价等级综合判定

塔基 N8-N9、N33-N34、N34-N35、
N36-N37之间的输电线路合计

397m上跨生态保护红线，且沿线

有天然林分布，陆生生态整体评价

等级界定为二级评价

水

生

生

态

a） 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时，评

价等级为一级；
项目不涉及各类水生类型的自然

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沿

线河流均为小型季节性溪流，无成

规模的鱼类三场和洄游通道，工程

无涉水施工内容，也不属于水文要

素影响型，水生生态评价等级确定

为三级

d） 根据 HJ 2.3 判断属于水文要

素影响型且地表水评价等级不低

于二级的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评

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6.1.6 线性工程可分段确定评价

等级。线性工程地下穿越或地表

跨越生态敏感区，在生态敏感区

范围 内无永久、临时占地时，评

价等级可下调一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本项目穿

越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段的线路和塔基以及两端

进出段各外延 1km的线路的区域确定为工程线路中心线两侧外扩 1000m的

范围，其他段为线路中心线两侧外扩 300m；在此基础上得到本次评价区面

积约 20.8km2。

3.7.4地表水环境

项目施工期的施工人员会产生生活污水，由于施工场沿线有居民区分

散，施工人员较少且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可以依托附近居民的生活设施

处理，处理率达 100%，故本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对地表水不产生污染。

施工期塔基施工产生废水主要来自塔基混凝土拌和，产生量约 0.52m3/

基，临近水体的塔基施工可通过建立临时沉淀桶，将废水收集，沉淀回用做

到临近水体塔基施工不产生施工废水，对水体不产生污染。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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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生产工艺中有废水产生，但作为回水利用，不排放到外环境的，按三级 B

评价。”故设本项目地表水环境评价等级为三级 B。
地表水三级 B评价等级的评价范围根据“a）应满足其依托污水处理设

施环境可行性分析的要求；b）涉及地表水环境风险的，应覆盖环境风险影

响范围所及的水环境保护目标水域。”设定，由于本项目生活污水处理依托

附近居民的生活设施处理，处理率达 100%，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桶沉淀后

回用，不外排，且距水体最近的塔基有 50m，不涉及地表水环境风险，故不

设地表水评价范围。

3.7.5环境空气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气，不会对环境空气产生影响；

施工期仅土石方施工阶段产生少量扬尘，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后，影响范围主

要集中在塔基施工区，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因此，本次评价仅对环境

空气现状作简单调查，对环境空气影响只作简单分析，评价范围两侧200m

范围。

3.7.6土壤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HJ964-2018）附录 A确

定本项目所属的土壤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别为Ⅳ类，本项目为生态影响型项

目，项目建设对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次评价仅对土壤环境现状作

简单调查，不设评价范围。

3.7.7地下水环境

根据现场踏勘核实，项目所在区域不属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

及准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不属于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源

保护区，场地内无分散居民饮用水源等其他环境敏感区，本项目500m范围

内不涉及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

因此项目沿线地下水敏感程度为不敏感。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中的要求，本项目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

感，项目规模小，对地下水影响较小，本次评价不设评价工作等级，仅对项

目区地下水环境现状作简单调查分析，不设地下水环境评价范围。

3.8项目涉及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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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中“4.8环境敏感

目标”条款要求，输变电工程的环境敏感目标主要为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及敏

感区，水环境敏感目标，电磁和声环境敏感目标。

3.8.1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及敏感区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分析详见《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

出线路工程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此处仅简单摘录生态影响专题评

价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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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本项目涉及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

号

保护目

标
主要保护内容 位置关系 影响因素

1 自然

植被

植被的数量及生态功能。拟

建项目评价范围分为包括 4
个植被型，4个植被亚型，5

个群系

季风常绿阔叶林、半

常绿季雨林主要残

存于评价区内的箐

沟和陡坡，热性稀树

灌木草丛在评价区

均有零星分布

土地占用造成

植被的损失及

生物量的减少。

影响时段为施

工期

2 重要

动物

评价区记录有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 1种（亚洲象）；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 6种，均为

鸟类（黑鸢、黑翅鸢、普通

鵟、凤头鹰、红隼、褐翅鸦

鹃），其中亚洲象为极危种。

亚洲象近 40年仅

2020年和 2021年短

期往返本项目南北

测；鸟类则在整个评

价区偶见

栖息环境造成

破坏，使其被动

迁徙。影响时段

为施工期和营

运期

3 重要

植物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2种（金

毛狗蕨、中华桫椤、大叶木

兰、合果木、大叶风吹楠、

千果榄仁、勐仑翅子树、奶

桑、红椿、硬叶兰、束花石

斛、鼓槌石斛），云南省级

保护植物 1种（见血封喉），

古树 1株，列入受威胁植物

36种，中国特有植物 73种
（其中云南特有植物 30

种）。

古树位于 N8塔基的

西南侧 229m处，保

护植物、受胁植物和

特有植物主要位于

沿线的季风常绿阔

叶林以及半常绿季

雨林的林下和林缘

区

土地占用造成

植被的损失及

生物量的减少。

影响时段为施

工期

4

西双版

纳国家

级风景

名胜区

自然以及人文景观

工程有 2.532km 输

电线路和 0.202km
电缆穿过西双版纳

风景名胜区（勐仑景

区）三级保护区，包

括 2.532km 输电线

路、0.202km电缆和

9基塔（N25、N37、
N38、N39、N40、
N41、N42、N43、

N44）

施工活动以及

占地等对景观

的影响

5 生态保

护红线

红线名称：南部边境热带森

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

护红线，红线类型：生物多

样性维护

工程 N8-N9、
N33-N34、N34-N35、
N36-N37之间的输

电线路合计 397m上

跨生态保护红线，塔

基不占用生态保护

红线

施工及运营人

为干扰影响

6 生态公

益林
林地

工程 N2~N4、
N16~N17共计 370m
输电线路上跨生态

公益林且塔基 N3占
用生态公益林

施工活动以及

占地等对林地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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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永久基

本农田
耕地及农作物

N6~N7之间 80m的

输电线路上跨永久

基本农田，塔基不占

用

施工及运营人

为干扰影响

8

云南生

物多样

性保护

优先区

域

云南热带雨林保存最完好

的地区。主要保护物种以望

天树、藤枣、金毛狗、猕猴、

白掌长臂猿、版纳鱼螈等为

代表。

全线（即 18.48km输

电线路和 44基塔）

均位于西双版纳热

带雨林区

工程占用造成

植被的损失及

生物量的减少。

施工及运营人

为干扰影响

3.8.2水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设计资料和现场调查，本项目线路跨越热水河、勐哈河各一次，属

于罗梭江支流，最终经罗梭江汇入澜沧江。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涉及水体情况见下表。

表 3-11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涉及水体情况一览表

水体

名称
与项目相对位置关系 要求文件

水环境

功能

水环境质

量功能区

水质

标准

勐

哈

河

跨越处水宽约 8m，两侧

塔基距水体分别为 N30
（50m），N31（140m）

《云南省水功能

区划》（2014年
修订）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2002）

一般鱼

类保

护、农

业用水

补远江宁

洱－勐腊

保留区

Ⅱ类
热

水

河

跨越处水宽约 7.5m，两侧

塔基距水体分别为 N23
（211m），N24（433m）

图 3-9 N23—N24段跨越热水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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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N30—N31段跨越热水河处

根据设计，河道跨越处利用两岸地势高处立塔，采取一档跨越，不在水

中立塔，跨越处导线至水面垂直距离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

计规范》（GB50545-2010）中导线至百年一遇洪水位垂直距离不低于 3.0m

要求。

根据现场调查，N30、N31塔基位于耕地间隙处，依托农用机道路作为

施工便道，不另辟施工便道，由于塔基施工场距离水体较近，要求设置防尘

围挡，减少施工扬尘对水体的污染。N23、N24塔基分别距离河道 211m、

433m，且地势较高，植被较为茂盛，产生的扬尘不足以对水体造成污染。

另外，塔基施工场需设置临时沉淀桶，收集施工废水，沉淀回用，做到不外

排，严格执行即可做到水体附近塔基施工对水体的影响最小化。

3.8.3电磁及声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项目输电线路路径走向设计及现场调查，本工程线路电磁及声环境

保护目标为项目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的电磁环境评价范

围内居民保护目标。

表 3-12 本项目涉及的电磁及声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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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境敏感目标

名称

方位及最近

距离

评价范围

内数量

建筑物楼层、

高度

功

能

环境保护

要求

1 N23附近曼仑

村散户
9m 2户 1层 居

住

Ⅰ类声环

境质量
2 N24附近曼仑

村散户
22m 1户 2层 居

住

3 N32附近城子

新寨散户
20m 1 1层 居

住

注：变电站及线路与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的相对位置根据目前设计阶段站

址位置及居民住宅分布情况得出，最终距离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



97

评

价

标

准

3.9环境质量标准

3.9.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

可引用生态主管部门发布的水环境质量数据或地表水达标情况的结论。根据

《202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州13个（含大中

河水库）国控、省控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优良（I-Ⅲ类）比率达到100%，其

中:工类监测断面10个，占76.9%；Ⅲ类监测断面3个，占23.1%。水质状况与

2022年同期基本持平，水环境质量持续并列全省第一。”

根据《云南省水功能区划》（2014年修改），罗梭江又名补远江，是

澜沧江一级支流，属于“补远江宁洱－勐腊保留区”，水质目标为 II类，

水环境功能为“一般鱼类保护、农业用水”。热水河、勐哈河均汇入下游的

罗梭江，未划定水功能类别，评价拟按照支流不低于干流的要求，热水河、

勐哈河水质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I 类水质标准

执行。

结合环境质量状况年报结果分析，本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体水质状况满

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水环境现状良好。

具体标准值见表3-13。

表3-13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mg/L）
项目 pH（无量纲） CODcr BOD5 NH3-N 石油类 总磷 总氮

II类标准 6~9 ≤15 ≤3 ≤0.5 ≤0.05 ≤0.1 ≤0.5

3.9.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项目景洪市段属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功能区，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项目涉及风景名胜区段属空气质量一

类功能区，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

具体标准值见下表所示。

表 3-1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限值

区

域

名

称

执行标准
级

别

污染物

指标
单位

标准限值

1小时平

均

24小时

平均

年平

均

非

风

景

名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

二

级

标

准

SO2

μg/m3

500 150 60
PM10 — 150 70
NO2 200 80 40
TSP — 300 200
NOx 25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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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区

段

O3 200 — —

CO mg/m3 10 4 —

PM2.5 μg/m3 — 75 35

风

景

名

胜

区

段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

一

级

标

准

SO2

μg/m3

150 50 20
PM10 — 50 40
NO2 200 80 40
TSP — 120 80
NOx 250 100 50
O3 160 — —

CO mg/m3 10 4 —

PM2.5 μg/m3 — 35 15

3.9.3声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现场踏勘，工程沿线主要为农村地区、山区，项目区周边主要分布

村庄、农田和道路，原则上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7.2b”）1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由于本项目线路穿越勐仑画家村项目、

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

的村庄（指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执行 2类声环境

功能区要求。根据现场踏勘，工程沿线主要为农村地区、山区，本项目区周

边主要分布村庄、农田和乡村道路，本工程沿线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线路途经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

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需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线路跨越国道或省

道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a类标准。

表 3-15 环境噪声限值

声环境功能区划
等效声级 Leq

昼间 夜间

1类 55 45
2类 60 50
4a类 70 55

3.10污染物排放标准

3.10.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施工期运输扬尘为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79-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即周界外浓度最高点颗粒物

≤1.0mg/m3。

表 3-16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物 标准限值（mg/m3） 标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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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P 1.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3.10.2污水排放标准

施工期施工废水、生活污水经临时沉淀桶处理后回用于施工作业，不外

排；项目输电线路运营期不产生废水；因此，项目废水不外排，不设废水排

放标准。

3.10.3噪声排放标准

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运行期本项目输电线路沿线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类标准，噪声排放标准限制见

下表。

表 3-17 噪声排放标准限制

要素

分类
标准名称 评价对象

标准值

参数名称 限值

施工

期噪

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
施工期场

界噪声

等效连续 A
声级，Leq

昼间 70dB（A）
夜间 55dB（A）

运行

期噪

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1类标准

运行期沿

线噪声

等效连续 A
声级，Leq

昼间 55dB（A）
夜间 45dB（A）

3.10.4电磁环境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限值，本项目输电线路

的频率为 50Hz，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公众暴

露控制限值（居民区），0.025kHz~1.2kHz频率范围内，电场强度 E（Vm）

为 200/f，磁感应强度 B（μT）为 5/f，其中 f为频率；本项目的频率为 50Hz

（0.05kHz）。详见表 3-8。
表 3-8 电磁环境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E（Vm） 磁感应强度 B（μT）
0.025kHz~1.2kHz 200/f 5/f

工作频率（0.05kHz） 4000V/m（4kV/m） 100μT（0.1mT）
注：

1、频率 f的取值为 0.05kHz
2、以 4000V/m 作为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架空输电线路下的耕地、园

地、牧草地、禽畜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且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3.10.5固体废物

一般固废：参照执行《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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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599-2020）中的相关规定。

危险废物：参照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及修改单（环保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相关规定。

其

他

本项目运行期间无废气、废水、固废产生，不涉及 NOx、COD、NH3-N和

VOCs等，因此，本项目不设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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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

工

期

生

态

环

境

影

响

分

析

4.1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识别

根据本项目建设特点及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特征，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环

境影响见表4.1-1。

表4.1-1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识别

环境识别 新建输电线路

声环境 施工噪声

大气环境 施工扬尘

水环境 生活污水、施工废水

生态环境 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野生动植物

固体废物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2、工艺流程图及产污环节

图 4-1施工期工艺流程及产物节点图

4.2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分析

4.2.1施工期噪声影响分析

1、噪声源强

输电线路在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基础施工，塔基开挖、塔基组立、线路

架设等，主要噪声源有汽车、电动卷扬机等施工机械和施工车辆等，施工设

备运行时噪声源强为 70~100dB（A）。另外，在架线施工过程中，牵张场内

的牵张机、绞磨机等设备也产生一定的机械噪声，其噪声源强为 70~100dB

（A）。施工主要采用人工开挖和施工，不使用大型施工器械和设备。

2、噪声影响分析

（1）声源

施工期主要噪声源为施工场地内运输车辆、挖掘机、混凝土搅拌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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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机和切割机牵张场内的牵张机、绞磨机等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其声级值

在 70~95dB（A）之间。

（2）固定噪声预测

项目施工中大多数机械设备噪声均属于中低频噪声，预测其影响程度、

范围时只考虑其距离传播衰减，不考虑障碍物如树木引起的噪声衰减量。由

于本项目塔基和牵张场施工场地皆为临时短期施工场地，施工场地内布置灵

活，可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施工时噪声衰减和围挡设施可依照现场

高噪声设备所在位置，将噪声源作为中心，及时调整消声减振和噪声阻隔围

挡的位置；同时可以将高噪声设备尽可能设置于原理敏感目标的位置。因此

本次评价预测时，考虑将施工场地内噪声源作为中心进行预测，对噪声值随

距离的衰减及叠加情况进行计算。

距离传播衰减模式：

Lp(r) = Lp(r0) − 20lg( r
r0

)

式中：Lp(r)——距声源 r处的声压级，dB（A）；

Lp(r0)——参考位置 r0处的声压级，dB（A）。

噪声叠加值计算模式：

Lp T = 10lg
i=1

n

100.1Lpi�

式中：Lp T ——预测点处的总声压级，dB（A）；

Lpi——第 i个声源至预测点处的声压级，dB（A）；

n——声源个数

由上式可计算出噪声值随距离衰减及叠加的变化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 4-2施工噪声衰减贡献值单位：dB（A）
距离（m）

施工机械

噪声随距离衰减贡献值 排放限值

10 30 50 100 150 200 昼 夜

运输车辆、挖掘机、混

凝土搅拌机
65.0 55.5 51.0 45.0 41.5 38.9

70 55
装载机、切割机 75.0 65.4 61.0 55.0 51.5 48.9
牵张机、绞磨机 50.0 40.5 36.0 30.0 26.5 23.9

（3）施工噪声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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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预测结果，施工场地单个噪声源昼间作业噪声超标范围在 30m

以内，在夜间不施工的前提下，30m处即可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523-2011）中昼间 70dB（A）要求。塔基施工及线路固定

施工，主要采用人力施工，基本不会产生噪声影响。

（4）对敏感目标的影响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线路沿线居民点距塔基施工场最近的为 N24~N25

途经的曼仑村散户，距 N24塔基约 80m，大于上文预测的单个噪声源昼间作

业噪声超标范围 30m，故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噪声对该居民点的影响不超

标。

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在施工前张贴施工公告，告知施工期的环境影

响，并向周围公众做好解释工作，施工期合理安排时间，夜间不进行施工，

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如将声源设备（如混凝土搅拌机、切割机）尽量设

置在场中央、禁止夜间施工、距居民点较近的施工场地设立围挡进行隔绝防

护等措施。同时，项目主要采用人力施工，施工时间较短，施工完成后影响

将会消除，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5）施工期声环境保护措施

为减小工程施工期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本环评要求施工单位必须按

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规定执行，并采取

如下施工期噪声防治措施：

a.本环评要求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工

作，做到预防为主，文明施工，并接受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管理

b.施工单位应合理布置各高噪声施工机械，采用噪声水平满足国家相应

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的设备，控制设备噪声源强，并在施工

场周围设置围栏或围墙以减小施工噪声影响。

c.对位于环境保护目标附近的塔基应依法限制夜间及午休时间施工；一

般塔基施工应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如果因工艺特殊情况要求，需在夜间施

工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取得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并公告附近居

民。同时在夜间施工时禁止使用产生较大噪声的机械设备，如挖掘机、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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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

综上所述，采取相关防治措施后，架空线路施工噪声对附近声环境的影

响可以接受。

4.2.2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为施工扬尘及运输车辆尾气，来源于基础土石方开

挖、材料运送和卸货、现场清理、料场风动扬尘等环节。

线路工程材料进场、杆塔基础开挖、土石方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对线

路周围及途经道路局部空气质量造成影响，但由于线路施工时间较短，塔基

施工点较为分散且土石方开挖量小，离居民区较远，通过拦挡、苫盖、洒水

等施工管理措施可以有效减小线路施工产生的扬尘影响，对周围大气环境影

响不大。

但是本项目有 9座塔基涉及风景名胜区，风景名胜区区域内对空气质量

要求高，为了保证工程施工扬尘对区域环境影响进一步降低，位于风景名胜

区内的塔基建设应严格采取相应的针对性措施：

①在项目施工区域进行洒水降尘，并在大风干旱天气适当加强洒水次

数；

②项目应合理紧凑安排施工时间，缩短土石方施工时间；

③避免在干旱、大风的天气进行项目场地平整作业；

④使用密闭车斗对物料进行运输；

⑤对项目所用建筑材料用防尘布进行遮盖；

⑥临时剥离的表土使用防尘布进行覆盖。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本工程产生的扬尘对环境空气影响小。

施工期间，距离水体最近的塔基是 N31，要求此塔基施工时设置围挡，

在远离水体方向进行施工，在采取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后，本项目工程施工扬

尘对环境空气影响可以接受。

机械燃油烟气主要由运输车辆和施工机械产生，产生量较小且相对分散

，所含污染物主要为CO、NO2、HC等，呈无组织排放。选用合规车辆机械

作业，经风力扩散、稀释、消除后，对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4.2.3施工期废水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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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废水源强

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输电线路塔基建设、间隔施工和线路架设，施工

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及建筑施工废水。

施工人员依托附近村庄生活设施，生活污水纳入附近村庄现有设施处

理；输电线路施工人员沿线分散，依托周围居民生活设施，仅在施工场地产

生少量的洗手废水，用水量按 5L/人·日计，本项目施工共计 90天，总用水

量约为 13.5m3。

建筑施工废水主要来源于混凝土搅拌、养护及施工工具清洗等，本项目

输电线路塔基施工比较分散，施工用水大多较困难；施工废水主要来源于塔

基混凝土拌和，根据同类型项目，施工期输电线路塔基施工产生废水量约

0.52m3/基，本项目输电线路共新建塔基 44基，整个施工期塔基施工废水产

生量为 22.88m3。输电线路每个塔基产生建筑施工废水量较少，就近回用于

塔基施工作业和洒水降尘，不外排。

每个塔基施工场地，临时设置一个 0.3m3的沉淀桶，施工人员生活用水

和施工废水沉淀后就近用作洒水降尘利用。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主

要污染因子为 SS，经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可行。

（2）施工废水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人员依托附近村庄生活设施，不在现场设施工营地，施工现

场仅产生少量洗手废水，直接用于场地浇洒，不外排。输电线路塔基施工时，

如需进行混凝土搅拌浇筑，则会产生的混凝土搅拌冲洗废水，该废水需设置

临时沉淀桶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塔基混凝土搅拌和洒水降尘，不外排。因此，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废水、施工废水均得到妥善处置，不外排，对周边地

表水环境影响很小。

4.2.4施工期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施工弃

土、生活垃圾等。根据土石方平衡分析，本项目无永久弃渣产生。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0.5kg/（人·d）计；输电线路施工期平均每天配置人员约

30人，则生活垃圾排放量约 15kg/d，整个施工期共产生生活垃圾 1.35t。施

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送至周边村庄或居民点生活垃圾存放点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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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建筑垃圾：建筑垃圾主要来自于施工作业，包括混凝土、砂石、废砖块、

废包装材料等，类比同类工程，铁塔及塔基施工中建筑垃圾产生量约 17.0kg/

基，项目输电线路共设铁塔 44基，施工期共产生建筑垃圾约 0.75t。上述建

筑垃圾中混凝土、砂石、废砖块等不可回用的同填方一同回填，废弃导线、

包装材料等可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

施工废料、废弃的建筑材料等，如果随意堆放，可能会侵占土地，影响

土壤结构和肥力，进而影响植被生长。要求按规定处置固体废弃物，避免对

环境造成污染。

4.2.5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详见《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

路工程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以下摘录生态影响专题评价主要结论：

（1）对植被的影响

工程永久和临时占地均不涉及评价区分布的半常绿季雨林，所占用季风

常绿阔叶林和热性稀树灌木草丛的面积极少，工程占地主要涉及园地。受本

工程建设影响的植被类型在项目区及周边区域广泛分布，工程建设占地不会

对这些植被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其不利影响仅限于局部，不会随时间推移而

扩大。本工程占地将对评价区植被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占用植

被面积有限，且以次生性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工程的建设不会造成评价区

植被分布格局、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的显著改变。因此，本工程建设对植被

的总体影响不大。

（2）对植物的影响

工程永久和临时占地区不涉及国家和省级保护植物以及古树，本工程建

设虽然对评价区内的植物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受影响的多是一些广布

种和常见种，且影响到的只是植物种群的部分个体，种群的大部分个体在影

响区域以外仍有广泛分布，工程影响到的只是植物种群的部分个体，不会导

致植物物种灭绝。同时临时占地区内的植物在工程施工结束后将逐渐得以恢

复，工程建设对区域内植物的影响将逐步减弱。

（3）对脊椎动物的影响



107

由于线路穿越区域均为人为活动显著区，现状均为各类园地，仅部分箐

沟和陡坡尚残存零星的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并在局部山坡有小

面积热性稀树灌木草丛。但这些用地类型面积较小，且被园地围垦，呈破碎

的小斑块散布，已极难作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生境。工程施工过程中噪

声和人为活动增加，将进一步到这些区域活动的野生动物避离至施工影响区

之外活动。

从总体上，线路施工和运营对野生脊椎动物的影响十分有限，对野生脊

椎动物的多样性和种群数量均不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5）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本项目永久占地为塔基建设用地，为点状间隔式占地，数量有限，单个

塔位占用面积较小，仅限于每一座铁塔的四个支撑脚和钢管塔的地上基础部

分，地块均已获得相关用地审批；线路施工为临时占地，呈点状区域分散在

线路沿线，施工结束后可恢复原土地利用类型。

（6）对景观的影响

拟建工程涉及风景名胜区部分全部属于三级保护区。三级保护区以保持

和恢复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为主。

拟建工程涉及风景区内长度 2.734km，两者之间有国道 G8511高速公

路、G213城子公路和其他地方公路等人工线性构筑物以及村寨和农耕地与

拟建工程并行，拟建工程布线段沿线景观质量低，而罗梭江该段的东岸为农

村地区，无供游览的沿河观景道路，故拟建工程的建设对勐仑景区的整体景

观影响很小。

拟建项目对保持和恢复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虽有一定影响，但均可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解决或降低，故符合景区保护区划三级保护区的管理要求。

4.2.6对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1）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送出

线路工程（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

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区三线”的

查询意见》，经套合景洪市和勐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线”划定成果，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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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塔基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受本项目起终点的制约，以及沿线生态保护红线分布、线路线性工程和

地形地质条件的限制，工程 N8-N9、N33-N34、N34-N35、N36-N37之间的

导线分别跨越生态红线，跨越长度合计 397m，所跨越生态保护红线为南部

边境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

跨越生态红线的塔基不会直接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工程在生态保护红线

内无人为活动，无临时占地，属无害化方式以输电线路形式上跨生态保护红

线，工程建设对穿越段生态保护红线无影响。基于 N34、N35、N36和 N37

共 4基塔的占地区与生态保护红线距离较近，下阶段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施

工人员的宣贯，并严格划定施工用地红线，严禁施工人员乱砍滥伐，严禁施

工人员越界施工。在严格控制塔基施工区用地，合理进行施工作业布置的前

提下，本项目的建设不会导致项目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显著减少、功能降低、

性质改变。

（2）对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的勐仑风景区的影响

工程有 2.734km输电线路穿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三级保

护区，包括电缆 202m和 9基塔（N25、N37、N38、N39、N40、N41、N42、

N43、N44），工程不涉及其他保护区，与二级保护区的直线距离为 0.94km。

其建设远离风景名胜区核心资源，且工程占用风景名胜区的用地主要为园

地，对风景名胜区的生态环境和景观影响甚微。对风景名胜区的结构完整性

没有影响，对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与旅游组织没有影响，对风景名胜区及其景

点的景观环境影响较小。在建设期间，认真落实制定的环境保护、水土保持

等工程措施，可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进入运营期后这种

影响更将逐步降低。目前，项目已编制完成线路对风景名胜区影响论证报告，

并取得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

4.2.7环境风险分析

结合项目特点，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本项目施工期风险源主要为燃油机械使用的汽柴油，属于易燃物质，施工期

间不设油库，施工机械和车辆用油依托周边加油站，施工现场存储量不大，

危险物质 Q值小于 1，所以项目风险潜势为Ⅰ，评价工作等级为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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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施工期间加强燃油机械维修保养；在暂存的汽柴油

区设置严禁烟火等禁火标识；燃油机械加油时进行巡查工作；制定了严格健

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相关人员的培训制度，规范汽柴油运输、使用和储存的

过程。

综上所述，本工程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本项

目线路 9个塔基（N25、N37、N38、N39、N40、N41、N42、N43、N44）

位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跨越风景名胜区 2.734km，项目已编制

完成线路对风景名胜区影响论证报告，并取得了西双版纳州风景名胜区管理

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穿越西双

版纳风景名胜区选址方案的审查意见》（〔2023〕-136）。建设内容主要为

输电线路架设工程，主要施工工序为基础施工、铁塔组立和架线施工等。施

工过程中除了燃油外不使用其他有毒、易燃或易爆物质，施工期间未出现风

险问题，本工程环境风险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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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识别

1、运营期产污环节

本工程运营期产生的环境影响见表 4-4，主要环境影响是工频电场、工

频磁场和噪声等。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分析详见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项评

价，此处仅列出分析结果。

表 4-4本项目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识别

环境识别 升压站间隔接入 线路

电磁环境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声环境 噪声 噪声

生态环境 无 动植物的影响

水环境 不新增 无

大气环境 不新增 无

固体废物 不新增 运维产生少量废弃的导线、螺丝钉等

2、运营期工艺流程图

图 4-2运营期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图

4.4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分析

4.4.1运营期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报告表应设电

磁环境影响专项评价。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内容详见《景洪市基诺乡巴卡

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20），本项目线

路电磁环境影响采用模式预测法进行预测分析。预测模式采用《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20）中附录 C、D推荐的模式，详见电

磁环境影响专项评价。本工程线路预测结果如下：

（1）工频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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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在非居民区导线最低允许高度为 6m时，在单回路最不利塔型段

（1A1Y1-J4）和双回路最不利塔型（1C2Z1-J4）线下 1.5m高处最大工频电

场强度分别为 2.294kV/m、2.664kV/m，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林地、园地、道路等非居民区 10kV/m的控制限值要求；

在居民区导线最低允许高度为 7m时，在单回路最不利塔型段（1A1Y1-J4）

和双回路最不利塔型（1C2Z1-J4）线下 1.5m高处最大工频电场强度分别为

1.764kV/m、2.236kV/m，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评

价标准 4kV/m的限值要求。

（2）工频磁感应强度

线路在非居民区导线最低允许高度为 6m时，在单回路最不利塔型段

（1A1Y1-J4）和双回路最不利塔型（1C2Z1-J4）线下 1.5m高处最大工频磁

感应强度为 15.239μT、21.865μT；在居民区导线最低允许高度为 7.0m时，

在单回路最不利塔型段（1A1Y1-J4）和双回路最不利塔型（1C2Z1-J4）线下

1.5m高处最大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13.286μT、19.575μT；均满足《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评价标准限值要求。

（3）项目输电线路交叉跨越处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评价选取输电线路前期具有代表性的点位跨越 110kV黎罕 T线、

穿越 220kV版黎回线、梭罗河牵回线、跨越 35kV仑藤线、穿越 220kV黎茶

线、220kV勐腊北牵回线进行监测并进行工频电场和工频磁感应强度预测，

结果如表 4-5：
表 4-5线路交叉电磁环境预测结果

交叉对象
预测

点位

交叉处现状监测值 项目线最大预测值 预测结果

工频电场

强度 V/m
工频磁感

应强度μT
工频电场

强度 V/m
工频磁感

应强度μT
工频电场

强度 V/m
工频磁感

应强度μT

跨越 110kV黎

罕 T线

地面
1.5m

948.3 0.5875 2664 21.865 3612.3 22.4525

穿越 220kV版

黎 II回线、梭

罗河牵 II回线

1.17 0.2865 2664 21.865 2665.17 22.1515

跨越 35kV仑藤

线
172.46 0.2731 2664 21.865 2836.46 22.1381

穿越 220kV黎

茶线、220kV勐

腊北牵 I回线

21.00 0.1766 2664 21.865 2685 2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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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5，线路交叉处的电磁环境影响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评价标准 4kV/m（非居民区）、100μT的限值要求。

（4）对居民敏感点的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线路沿线，根据现场调查，距离拟建输电线路最近的敏感点为

N23号塔基附近曼仑村散户，距线路距离约为 9m，N24号塔基附近曼仑村

散户，距线路距离约为 22m，以及 N32塔基附近城子新寨散户，距线路距离

约为 20m。塔基最近的居民点为 N23东南侧的曼仑村居民点。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项目线路路径投影下方没有村庄和居民点，边导线

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内有三处居民点：N23号塔基附近曼仑村散户，距线

路距离约为 9m，N24号塔基附近曼仑村散户，距线路距离约为 22米，以及

N32号塔基附近城子新寨散户，距线路距离约 20米。经预测结果可知，距

线路中心 9m处、20m处、22m处居民点工频电场和工频磁感都强度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本项目线路投运

后产生的电场强度、磁感强度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相应评价标准要求。

（5）电缆线路类比预测

根据现有正常运行的类似工程，选取昆明市经开区 110kV七彩输变电工

程中的 110kV双回电缆线路环保验收检测结果作类比。类比预测本项目拟建

110kV双回电缆线路建成运行后，电缆线路电磁环境影响符合《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2014）的要求：频率 50Hz的公众曝露电场强度控制限

值为 4000Vhm，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为 100μT，电磁环境影响较小。具体

项目类比情况见电磁专题。

4.4.2运营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对植被植物的影响

本项目线路运行期不进行林木砍伐，仅按相关规定对导线下方与树木垂

直距离小于 4.5m的零星林木进行削枝，以保证线路安全运行，但总体削枝

量小，不会对植物种类和数量产生明显影响。本项目运行期对植被的影响主

要是线路维护人员踩踏植被和线路电磁环境影响。线路维护人员可能在运行

维护过程中对植被造成一定踩踏和引入外来植物。通常线路维护检查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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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进行 1次，运行及维护人员的数量和负重有限，对植被的破坏强度小，

不会带来明显的持续不利影响。通过禁止维护人员引入外来物种，可避免人

为引入外来物种对本土植物造成威胁。从区域类似环境状况来看，线路周围

植物生长良好，输电线路电磁影响对周围植物生长无明显影响。

（2）对动物资源的影响

本项目线路定期维护和检查的人员会对线路及周边区域的动物造成惊

扰，但这种干扰强度很低，时间很短，对动物活动影响极为有限。从区域类

似环境条件下已运行的线路来看，线路运行时未出现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和

噪声对走廊附近的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行为表现及生育率等产生明显影响

的情况。本项目线路杆塔分散分布，塔基占地不会明显减少兽类的生境面积，

线路杆塔档距大，不会阻断兽类活动通道，对兽类种群交流影响小。评价区

域内的野生鸟类活动范围大、行动敏捷，且飞行高度一般高于线路架设高度，

在飞行时碰撞杆塔的几率不大；从区域内已投运的线路运行情况来看，线路

建成后并未对鸟类的飞行和生活习性造成影响。运营期对保护鸟类的影响主

要是在不良气候条件下，飞行碰撞输电线的风险，但项目区及周边保护鸟类

均为猛禽，飞行高度较高，发生碰撞的可能性较小。

（3）对林地的影响

评价区植被群落次生性较强，现有植被主要是经人为干扰破坏后形成的

人工植被和次生林，多为橡胶林、香蕉林。线路路径选择时已尽量避让林木

密集区，塔基尽量选择在林木较稀疏地带，在保证线路技术安全的前提下，

通过提升导线架设高度和增大档距，减少位于林木区铁塔数量，减少对林木

的削枝和砍伐。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基础上，仅对无法避让位于塔基处的树木

进行砍伐。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报告，项目建设占地呈点状分散布置，不会造

成大面积林地植被破坏。施工临时占地时间短，施工活动对周边造成的影响

是短暂的，施工前采取表土剥离措施，施工结束后采取植被恢复措施，能有

效降低生态影响程度。

（4）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

本工程占地为园地和草地，不占用基本农田。此外，通过同类型工程发

现，铁塔实际占用地仅限于其 4个支撑脚，其余区域均可正常种植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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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下方的农作物与周边区域相比，其株高、色泽、产量也并无差别，

即输电线路工程并不会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由此可见，工程建设对农业

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影响较小。

4.4.3运营期声环境影响分析

输电线路运行期，由于电晕放电会产生一定的可听噪声。输电线路噪声

与电力负载和气象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电力负载较大时，发出声音也

就越大，反之声音减小。110kV线路正常运行时基本无噪声，仅在下雨或大

雾时会产生连续性电磁性噪声，但其噪声以中低频为主，其源强较小，可以

忽略不计，对环境背景噪声影响不大。在晴好天气情况下人耳在 110kV线路

下听不出输电线路的运行噪声，线路运行噪声贡献值很小，环境噪声基本与

背景噪声相同。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架空输

电线路声环境影响采用类比评价，变电站新建工程采用 HJ2.4中的工业声环

境影响预测计算模式进行评价，变电站间隔扩建工程采用分析预测的方法进

行评价

（1）选择类比对象

本项目新建 110kV架空线路采用单、双回混合架设，本次评价根据输电

线路电压等级、架线型式、线高、环境条件等因素，选择“110kV德小线”

（单回路线路）及“110kV孙龙 513线/514线”（同塔双回线路）作为本项

目线路的类比对象。新建 110kV线路与类比线路的可比性分析见表 4-6。
表 4-6本项目新建 110kV架空线路与类比线路对比情况一览表

项目 110kV德小线 110kV孙龙 513线/514线 本项目 110kV单回

线路

电压

等级
110kV 110kV 110kV

排列

方式
三角排列 垂直排列 三角排列/垂直排列

架设

型式
单回架设 双回架设 单、双回架设

架线

型式
架空线路；离地高度 12m 架空线路；离地高度 14m 最低高度非居民区

6m/居民区 7m
环境

条件
山地 平原 山地、城镇、农村

运行

工况

运行电压已达到设计额

定电压等级，线路运行正

常

运行电压已达到设计额

定电压等级，线路运行正

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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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线路按照最小对地高度 6.0m（非居民区）、7.0m（居民区），这两

种最不利情况考虑进行分析预测。由于非居民区 6.0m、居民区 7.0m是设计

规程规定的导线最低对地线高，但一般线路建成后实际的线高将高于该要

求，同时进行线路类比监测时需地形平坦开阔，周围无他架空线、构架和高

大植物，实际中符合上述条件的对地最低线高 6.0m、7.0m线路非常少。类

比监测的 110kV德小线、110kV孙龙 513线/514线与本项目拟建线路电压等

级相同，架设方式相同，并且监测点位处的线路高度较低（12m/14m），周

围环境条件一致性较好，符合衰减断面监测的条件。

（2）类比线路噪声检测结果见下表。

表 4-7类比线路噪声检测结果

点位描述
监测结果（dB（A） 修约值（dB（A） 达标

情况
执行标准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10kV德小线

110kV德

小线

2#~3#塔
间线路西

北侧（下

相导线对

地高度为

12m）

中心地面

投影处
43.3 40.6 43 41 是

城镇区

域，2类

5m 43.1 40.1 43 40 是

10m 42.6 40.5 43 41 是

15m 42.9 39.9 43 40 是

20m 43.5 40.2 44 40 是

25m 42.6 40.7 43 41 是

30m 43.1 39.4 43 39 是

110kV孙龙 513线/514线

110kV孙

龙 513线
/514线
15#~16#
塔间（同

塔双回架

设，导线

对地高度

为 14m）

0m线下 42.1 40.0 42 40 是

村庄区

域，1类

5m 41.0 39.6 41 40 是

10m 41.3 39.3 41 39 是

15m 41.1 39.6 41 40 是

20m 41.1 38.5 41 38 是

25m 40.9 39.1 41 39 是

30m 40.4 39.0 40 39 是

35m 40.7 39.7 41 40 是

由表 4-7类比监测结果可知，110kV德小线线下背景噪声昼间监测修约

值在（43～44）dB（A）之间，夜间监测修约值在（39～41）dB（A）之间，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110kV孙

龙 513线/514线线下背景噪声昼间监测修约值在（40～42）dB（A）之间，

夜间监测修约值在（38～40）dB（A）之间，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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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6-2008）中 1类标准限值要求。

类比线路噪声监测衰减断面分别位于城镇区域及村庄区域，根据类比监

测结果，线路周边昼、夜间噪声变化幅度不大，噪声水平随距离的增加而减

小的趋势不明显，说明监测值主要受背景噪声影响，输电线路的运行噪声对

周围环境噪声的贡献很小，基本不构成增量贡献，对当地环境噪声水平不会

有明显的改变。因此，可以预测本项目新建 110kV架空线路投运后产生的噪

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很小，线路沿线声环境能够满足相关标准限值要

求

4.4.4水环境影响分析

输电线路运行期无劳动定员，废污水产生，不会对附近水环境产生影响。

4.4.5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线路投运后，不设置劳动定员，而线路运行方式不产生废气，不

会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影响。

4.4.6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投运后，不设置劳动定员，线路运行不会产生固体废物及生活垃

圾，仅定期进行设备维修和更换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旧设备、材料等，这些废

弃物主要是废弃的导线、螺丝钉等铁质材料，集中收集后回收利用。

4.4.7社会环境影响

本项目线路交叉跨越公路时，导线对地及交叉跨越距离按照

《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进行考虑，满

足运输净距要求，不影响其现有功能。

4.4.8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项目输电线

路存在的环境风险主要为：线路设备运行过程中受损，引发线路短路放电可

能造成的火灾，及引发新的环境灾害。

输电线路若出现超设计标准大风时，会引起导线风偏摆动过大而与树木

及山体坡面接触引起短路放电，可能造成火灾，引发新的环境灾害。

本线路设计时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设计，在导线与树木、山体之间留够足

够的净空，可确保在出现 30年一遇气象条件（大风、覆冰）时，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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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和倒塌现象。本线路设计时设置了继电保护装置，当出现倒塔和短路时

能及时断电（0.1秒以内），可避免倒塌和短路时由于线路通电对当地环境

产生危害（森林火灾、人和动物触电等）；且线路设计、导线结构均按相关

设计和建设标准建设，为线路的持久、安全运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运营期发生森林火灾事故，应立即联系当地森林消防部门，及时切断电

路，通知附近居民有序撤离，本项目不额外设置消防装置。

运营期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并定期开展消防演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并备案，配置应急人员和应急物资，制定应急处置制度和措施，设置

专人管理和定期巡检。

线路运营单位还建立了紧急抢救预案，购买临时性输电线路抢修塔，当

出现倒塔现象时能尽快及时抢修恢复通电。

输变电线路的铁塔倒塌处理不当引发火灾，则会对周围居民的人身安全

和财产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建设单位应认真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则项目建设运行期间的环境风险总体可控。

选

址

选

线

合

理

性

分

析

4.4选址选线合理性分析

4.4.1环境制约因素分析

（1）本线路终点黎明变已经建成，位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

内，为三级保护区，本项目要接入黎明变，必然需要进入西双版纳风景名胜

区勐仑景区。周边分布着城子村白塔（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二级保护区）、

城子傣寨（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特级保护区）以及罗梭江风景河段（西双版纳风

景名胜区二级保护区）等核心景区，需要避让，确实无法避让的，需要采取

有效措施降低对风景名胜区的景观影响。

（2）曼仑村和曼勒村西侧有大片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无法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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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曼仑村与曼勒村之间，东侧为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西侧为大

面积生态保护红线，中间区域现有规划项目两个（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

术家创作基地项目），如若避让将会导致占用更多的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甚至涉及核心景区，故本项目无法完全避让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

作基地项目规划区。

（4）罗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与本项目线路距离最近处在黎明变电

站处，距离约 730m。

（5）收资调查显示，塔基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但线

路涉及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施工过程中无法完全避让。

周边环境敏感区和本项目线路位置关系图见本文“2.7路径方案比选”

图 2-10。

4.4.2项目塔基占用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不可避让性分析

由于黎明变已经建成，且位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推荐方案和比选

方案皆无法完全避让该风景名胜区，只能采取绕行的方式，减少线路对核心

景区的影响，故本线路塔基占用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具有不可避让性。

本线路虽然将在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架设，但架设路段与城子傣寨中间有

国道 G8511相隔，对景区整体景观的影响较小。涉及风景名胜区部分为三级

保护区，以保持和恢复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为主，本项目占地为点状零星分

布，在采取视线廊道采取种植隔离、表土剥离和生态恢复等措施后，对景观

风貌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4.4.3项目线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性分析

N33-N34、N34-N35、N36-N37塔基处，北侧受到城镇规划边界、加油

站和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限制，南侧受到大片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制约，只能

选择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较窄处跨越，避免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立塔，避

免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占用，故 N33-N34、N34-N35、N36-N37线路段跨

越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

4.4.4项目涉及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区不可避让

性分析

如果按照勐仑镇人民政府《关于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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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选址意见的复函》中提出的：“将 N23~N30基站往西移动”，将会进

入西侧大片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增加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扰动；如果

N23~N30向东移，避开勐仑画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

则必然经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故本线路唯一，无法避让勐仑画

家村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

4.4.5临时施工场选址的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线路工程的临时施工场地占地主要为临时施工道路、塔基施工临

时场地、线路牵张场。

（1）临时施工道路

输电线路施工材料利用已有的道路运输至距离杆塔最近的地点，再采用

人背马驮等方式运至杆塔施工点，部分塔位需修建简易施工道路，需要建设

的临时施工道路将根据塔基位置所在地形情况，选择植被稀疏的地带开辟，

将尽可能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本项目施工道路选址均与区域现有道路连

接，根据地势尽可能选用最短路径，造成的植被破坏最小，选址合理。

（2）塔基施工临时场地

塔基施工临时场地根据塔位地形现状，选择紧邻塔基处，地形相对平坦、

植被稀疏一侧，尽量利用草地或植被稀疏的灌木林地，以减少土地平整导致

的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

位于风景名胜区的塔基，设置的临时施工场需要重点关注施工扬尘和施

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施工过程中需采取设置围挡、设置苫盖、洒水降尘等

措施减少扬尘；随着线路工程的施工结束，将完成现场清理并进行绿化，恢

复其原始功能，不会改变原有的土地功能，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在采取相

应的降尘和植被恢复措施后，风景名胜区内设置塔基临时施工场的影响是暂

时的、可恢复的，该选址可行。

跨越热水河两侧的塔基 N23、N24塔基距离水体分别有 225m、430m，

施工场设置不会影响热水河；跨越勐哈河两侧的塔基 N30、N31塔基距离水

体分别有 142m、50m，附近地势平坦，为农田空隙处，可利用当地农耕便

道，不单独设置施工便道，施工场设置在距离水体较远一侧并设置沉淀桶，

将施工废水沉淀后回用，杜绝废水无组织排放。在采取相应减少污染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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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后，该处施工场设置可行。

（3）牵张场

1#、2#、3#牵张场分别设置在 N1、N24、N44 塔基临时施工场旁，与永

久占地相结合，结合线路路径沿线的地形情况由施工单位进行布设，一般选

择地形平缓的场地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不破坏原始地貌，牵张场均采取直

接铺设钢板或苫布铺垫的方式。

3#牵张场拟设置在黎明变南侧，即 N44 塔基附近。该区域虽然位于西双

版纳风景名胜区内，但由于本项目拟建电缆沟由黎明变南侧接入，需要平整

土地作为电缆沟施工场，且黎明变南侧植被稀疏，土地较为平整，在此处设

置临时施工场、牵张场、电缆沟施工场可以做到永临合一，减少用地面积，

将对土地的扰动降低到最小，所以认为该牵张场设置合理可行。

4.4.6环境影响程度分析

根据本项目特点及施工工艺，临时施工场地是用于堆放少量的施工材料

和砂浆搅拌，扰动方式以占压为主，只需进行简单的整平即可使用，砂浆搅

拌区域采用地表铺垫土工布或彩条布的方式保护表土。施工结束后进行清理

翻松即可实施绿化或复耕。临时占地主要用于临时堆放土方、施工材料、工

具、张力牵引放线及搭建脚手架等，本区在施工期间尽量选择平缓场地，只

需局部进行平整即可满足施工要求，如不考虑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进行清

理翻松即可实施绿化或复耕。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用的耕地进行复耕，逐步

恢复其原有功能。因此，本项目建设不会对当地作物和经济林木面积和产量

造成明显影响，对栽培植被影响较小。

本项目塔基永久占地为点状零星分布，运营期不排放污水和废气，对水

环境和大气环境不产生影响，对周边环境产生的电磁、噪声污染有限，在经

过复垦和绿化后，可做到基本恢复原生态功能，大幅度减少对当地植被的影

响。

4.4.7结论

本项目线路在拟定时，已结合线路周围的交通情况、电力及现有线路的

走向、民房分布、森林分布以及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条件、水文气象进行选

址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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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方案已主动避让民房和其他建筑物，在线路施工建设过程中，不涉

及民房的拆迁和补偿问题，线路不跨越民房。

②项目塔基占地已避让了不良地质、公益林、生态红线及基本农田，并

在此基础上选择了最短最经济的线路，尽量减少了塔基数量，从而减少了占

用土地面积和土石方开挖量。

③本选址选线方案经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不可避让，经过勐仑画家村

项目、勐仑艺术家创作基地项目规划区不可避让，跨越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

让，跨越永久基本农田不可避让。

④本方案临时施工场地、牵张场、临时施工便道设置合理。

最后，认为本项目推荐方案选址选线合理且具有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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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

工

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在项目建设阶段，由于基础开挖、清除植被等操作，会对当地植被产生

一定破坏作用，并易造成水土流失，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

工程建设单位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

5.1污染影响控制措施

5.1.1 生态影响控制措施

（1）施工期对植物保护措施

①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施工直接影响范围，杜绝随意砍伐原木搭

桥垫路，采集可用的资源植物等情况的出现，杜绝随意踩踏农作物。

②线路经过林区时，采用高跨设计，按主要树种的自然生长高度加 7m

跨越距离确定导线和铁塔高度，避免大范围砍伐林木和“剃山头”的现象。

施工中通过采用空中张力放线技术，减小放线通道的林木砍伐量。

③工程施工单位应加强与当地林业管理部门的联系，做好护林防火的宣

传工作，强化火源管理，降低火灾隐患。

④输电线路施工期，牵张场尽量选择荒草地或裸露地表处，主动避让林

木及耕地。

⑤评价区记录有 12 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和 1 种省级保护植物，虽然分

布地段无塔基施工，施工活动对其无影响。但在距施工区较近的区域，需要

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在施工时要尽量避免到处走动，以免误伤保护植物。

⑥对塔位表层无植被或植被很稀疏的塔基，为防止水土流失，施工结束

后通过土地整治、表土覆盖，选择乡土树草种进行植被恢复。

（2）施工期动物保护措施

①设置保护生态环境的醒目宣传标牌，对施工人员进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等有关的法制宣传教育。

②对施工人员进行生态保护教育，严禁施工人员捕杀项目周边出现的野

生动物。

③对施工临时征地，在施工结束后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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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害的森林植被，以恢复动物的栖息地。

④在施工期加强管理，杜绝各种污水的无组织排放，确保塔基施工废水

经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并做好施工临时措施，线路施工对罗梭

江支流以及下游罗梭江的鱼类生境不会产生影响。

⑤虽然这一区域不属于亚洲象的主要活动区，但仍应做好施工布置，施

工前到当地林草部门了解亚洲象活动动态，若施工期间有亚洲象在项目区及

周边活动应将应塔基施工应避开亚洲象活动期，避免施工过程中引发人象冲

突。

（3）施工期水土保持措施

线路施工对生态环境最大的影响是水土流失以及对植被影响，针对施工

特点，应采取下列水土保持措施。

①采用高低腿铁塔，最大限度地适应现场变化地形的需要，使塔基避免

大开挖。

②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迹地整治，复耕或恢复植被。

③做好表土的剥离、集中堆放、拦挡、排水及回覆等；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弃土（渣）要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堆放并进行防护，禁止随意倾倒。

④输电线路施工时，架空线路施工区场地进行表土剥离，边坡设置挡土

墙、边坡防护、排水沟进行防护，施工场地内设置临时排水沟，临时弃土采

用装土麻袋进行拦挡。

⑤项目建设中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严禁随意占压、

扰动和破坏周边耕地。

⑥禁止在风景区内沿线取土取石，应选择合适地点集中取土取石，并设

计水土保持措施，使施工期的水土流失降至最小程度。

5.1.2林地保护及减缓措施

为保护和减缓施工期间对林地的影响，本次施工期间主要针对占用林区

域进行防护及减缓措施，主要措施如下：

①建设单位应按《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向

主管部门履行手续，落实林地补偿和保护工作；

②项目对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期，为此，根据占用的林区域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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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及扰动情况，对临时占用的林区域采取植物恢复措施。主要种植与林区

域内相同的植被，对于不适合植树造林的区域，进行播撒草籽绿化，水保提

出选择当地主要物种进行混播，待施工期结束后需对施工期间造成破坏的区

域恢复原貌，避免项目建设对林地的影响。

③同时，项目运行后要跟踪监测，加强对临时占用林区域内的植被（包

括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的管理与养护。由于占用的林地面积较小，在采用

上述措施后施工期间对林地的影响较小。

5.1.3农田保护及减缓措施

为避免施工期间对周边农田的影响，需采取相关措施，避免项目建设对

农田产生影响，其采用的保护及减缓措施如下：

①施工期间注意合理保护和利用表土；表土应按《水保报告》的有关要

求进行做好表土剥离和保存，施工期结束后及时复耕；

②建设单位在施工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农田，保护农灌沟渠，避

免施工对沿线农灌系统造成影响；

③根据输变电工程特点，位于农田区域的塔基施工结束后，可以移交给

当地村民复耕。

5.1.4噪声控制措施

本工程施工期采取如下噪声防治措施：

1）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养护，避免设备因部件损坏

而加大其工作时的声压级；

2）减少打桩、爆破次数，采用钻孔灌注桩，有效降低打桩阶段的噪声源

强。

3）利用噪声强度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性，将较强的噪声源尽量设在远

离居住区的地方，并对强噪声源设立屏障进行隔绝防护；

4）施工场地距离居民区较近时，施工场地设置四面噪声围挡设施，并在

施工前通知附近居民，仅在白天进行施工；

5）合理布设施工场地，料场及搅拌设备应尽量远离风景名胜区，并采取

围挡封闭降噪措施，以减轻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6）施工工地应加强环境管理，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当车辆经过附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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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时，限速行驶、减少鸣笛，以减少施工车辆行驶对沿途居民点的噪声影响。

7）项目输电线路禁止夜间进行施工，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

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

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期噪声经距离衰减和隔声至敏感目标能够满足《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5.1.5扬尘控制措施

1）施工场地四周连续设置封闭围挡；

2）施工现场车辆出入时进行车辆冲洗；

3）施工道路压实，建材堆场覆盖防尘布；

4）弃土弃渣等要合理堆放，可采用人工控制定期洒水，施工现场临时堆

放的土、石料、水泥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材料应使用防尘网进行覆盖；

5）易产生扬尘的钻孔、铣刨、切割、开挖、现场搅拌等施工作业时采取

喷淋、喷雾等湿法降尘措施；遇到干旱和大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降尘次数等。

6）施工现场渣土运输车辆采取覆盖措施，严格控制土方装载量，土方装

载的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档板，防止土方撒落；

7）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还应执行《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GB/T50905-2014）等相关要求，落实施工扬尘控制措施，在施工合同中确

定扬尘污染防治目标及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施工作业人员上岗前，

施工单位应组织以国家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为主要内

容的扬尘防治入场教育培训和考核等。

8）严禁在风景区附近焚烧任何废弃物及有毒废料。

9）风景名胜区内、生态保护红线内不设任何搅拌场和水泥库。

5.1.6废水控制措施

为防止施工废水污染附近地表水，应采取如下防治措施：

1）输电线路工程施工人员依托前期升压站生活设施或附近村庄生活设

施，不在现场设施工人员生活营地，生活污水禁止排入水体。

2）塔基浇筑混凝土拌和冲洗废水经临时沉淀桶澄清后回用于塔基混凝土

搅拌机洒水降尘，不外排。根据每个塔基施工废水约 0.52m3/基，临时沉淀桶

设置容积应不小于 0.5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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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苫布对开挖的土方及砂石料等施工材料进行覆盖，避免水蚀和风

蚀的发生，堆料场等按照水土保持要求采取拦挡、护坡、截排水、沉淀桶等

措施。

4）塔基临时施工周围应设置临时截排水沟，施工现场进行雨污分流，施

工废水收集沉淀后回用，不外排，雨水进行截排水沟收集澄清后外排。

5）杜绝各种污水的无组织排放，特别是不得以渗坑、渗井或者漫流等形

式排放，尤其是禁止排放到附近的地表水体；塔基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

洒水降尘，不外排。

6）加强机械的管理，防止机械跑、冒、滴、漏现象，减少水质污染。

7）对于混凝土养护所需用水采用罐车运送，养护方法为先用吸水材料覆

盖混凝土，再在吸水材料上洒水，根据吸收和蒸发情况，适时补充。在养护

过程中，大部分养护水被混凝土吸收或被蒸发，不会因养护水漫流而污染周

围环境。

8）施工期应尽量避开雨季，最大程度地减少雨季水力侵蚀；如无法完全

避开雨季，则采取临时挡护和覆盖的措施。施工工序要安排科学、合理，土

建施工一次到位，避免重复开挖。

9）跨越河流段线路施工期间施工场地和施工临时堆土点应尽量远离水

体，并划定明确的施工范围，不得随意扩大，禁止将输电线路塔基施工时产

生的废渣和建筑垃圾弃入附近水体。线路跨越热水河、勐哈河各一次，利用

两岸地势高处立塔，采取一档跨越，不在水中立塔，跨越处导线至水面垂直

距离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中导线

至百年一遇洪水位垂直距离不低于 3.0m要求。

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5.1.7固废控制措施

1）施工中产生的废渣须经处理并符合环保要求后，置于风景区外围。

2）建筑垃圾为一般固体废物，中混凝土、砂石、废砖块等不可回

用的同填方一同回填

3）加强出碴管理，及时清运，必须做到密闭、包扎、覆盖，不得沿途撒

漏，做到工序完工后场地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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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集中运送至周边村庄或居民点

生活垃圾堆放点，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处置。

5）废弃导线、包装材料等可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不得随意丢

弃。

6）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集中运送至周边村庄或居民点生活垃

圾堆放点，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处置。建筑垃圾为一般固体废物，中混凝土、

砂石、废砖块等不可回用的同填方一同回填，废弃导线、包装材料等可回收

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严禁在风景区附近焚烧任何废弃物及有毒废料。

5.1.8其他生态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生态保护措施

本工程在选址选线和设计阶段进行了多次优化，已最大限度避让了沿途

生态环境敏感区，但由于路径长、跨度大，受城镇规划、自然条件等因素的

限制无法完全避让线路跨越生态保护红线。在后期工程实施时，应持续跟踪

和落实国家和地方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保护和管理要求，同时采取如下

保护措施：

①设置施工控制带，施工场地严格限制施工机械和人员活动范围，减少

生态影响。

②塔基施工及放线过程中，减少林木砍伐和植被破坏。

③塔基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临时堆土及时回填，控制其堆存规模及范围；

尽量利用现有道路，减少临时施工道路的开辟并控制新开道路宽度，减少新

增临时占地。

④开挖塔基基础时，应制定合理的放线开挖措施，尽量不降或少降基面，

保留原地形和自然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山坡处应用编织袋将开挖的土块装

好，并堆放整齐，防止土、石块顺坡丢弃，从而减少天然植被的破坏。电缆

沟开挖应严格控制施工用地边界，并在电缆铺设后及时进行覆土复耕。

⑤在铁塔塔材堆放区、组装区、起吊区及工器具堆放区铺设草垫或棕垫

及枕木，防止塔材摆放、撬动组装、起吊作业时破坏地表植被。另外，无施

工道路区域采用索道运输施工材料，不得拓宽或开辟新的施工便道。

⑥架线施工时，展放导引绳的通道应规定只设一条，施工人员不得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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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踏出多条通道。

⑦强化施工管理，严禁超计划占地。加强施工人员生态保护教育，发放

宣传手册，严禁捕猎、捕食野生动物和随意砍伐、践踏植被。在现场设环境

保护宣传牌、警示牌。

⑧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尽量避开野生动物分布区，生态恢复采用本地植

被，维护周边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

⑨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和植被恢复，并加强后期养护和维护。

⑩施工临时占地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设置施工营地、牵张场等临

时占地，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等外运至红线范围外并按要求处置。

⑪工程占用林地的，需按《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等要

求办理林地使用手续。

（2）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生态保护措施

根据《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选址方案的审查意

见》：“一、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

站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选址方案论证报告》

操作，不得擅自更改选址位置、扩大范围、改变布局。二、项目建设

必须严格按照《西双版纳州风景名胜区管理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

大寨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选址

方案的审查意见》的要求实施。三、建设单位要严格根据环境及景观

保护措施进行施工：保护好周围古树名木、林草植被等，施工完毕后

要加强绿化植被和生态环境的恢复，使工程对区域景观的影响减到最

小。”提出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生态保护措施：

1）禁止在风景区内设置牵张场和弃渣。严格控制施工界线，不得在风景

名胜区内随意开挖，禁止随意扩大占压、扰动面积及破坏风景名胜区的。

2）施工单位应制定行之有效的污染防治和水土流失防治方案，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好周围景区、水体、林草植被、野生动植物资源、地形地貌和风景

名胜资源，确保建设项目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不得就地取材、乱倒渣

土、乱扔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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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5.2.1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1）对于新建输电线路，应优化导线的相序排列方式及杆塔型式，合理

选择导线直径及导线分裂数，并提高线路的加工工艺，降低线路周围的工频

场强。

（2）线路设计应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要求，

优化导线设计以防电晕和尖端放电，使用钢芯铝绞线减少静电感应和杂音。

（3）根据预测，本项目线路新建三角排列塔段采用拟选塔中最不利塔型，

根据电力设计规程（在非居民区导线对地高度 6.5m，居民区导线对地高度

8m），在居民区满足标准限值 4kV/m（4000V/m）的要求，输电线路需将导

线对地最低高度为 8m以上。按上述措施落实后，本项目线路投运后产生电

场强度、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相应评

价标准要求。

（4）建设单位应在危险位置建立各种警告、防护标识，避免意外事故。

对当地群众进行有关高压输电线路和设备方面的环境宣传工作，帮助群众建

立环境保护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减少在高压走廊内的停留时间。

（5）铁塔粘贴警示标志，加强线路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5.2.2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结束后对建设用地周围开挖土地进行回填等生态恢复作业，及时

恢复临时占地使用功能，及时覆土绿化，绿化结束后，应定期进行抚育管理

，合理安排施工程序，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结束后应

尽快做好清理恢复工作。施工后采取人工植树种草的措施，加快植被的恢复

进程。未利用料及临时弃渣妥善堆存，周边设临时截排水、拦挡或土工布覆

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采取相应预防生态破坏措施和恢复生态手段，尤其是通过施工管理的保

护和恢复，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小，不会导致项目所在区域环境功能

明显改变。

5.2.3声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预测，运行期新增出线侧昼、夜间噪声均可达到要求。拟建项目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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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路在运营后无明显噪声产生，不会对沿线环境产生影响，无需采取专门

的噪声防治措施。

5.2.4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投运后，不设置固定劳动定员，运行期间线路工程本身不产生废

水，无需采取专门的水环境防治措施。

5.2.5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投运后，不新增运行人员，不会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影响。

拟建项目输电线路在运营后无废气产生，不会对沿线大气环境产生影

响。

5.2.6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本项目投运后，线路运行不会产生固体废物及生活垃圾，仅定期进行设

备维修和更换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旧设备、材料等，这些废弃物主要是废弃的

导线、螺丝钉等铁质材料，集中收集后回收利用。

其

他

5.3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5.3.1环境管理

（1）前期阶段

前期工作中，项目建设单位应有专人负责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主要负

责项目建设期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①协助本项目的环境管理。

②督促和落实环保工程设计与实施。

③在承包合同中落实环保条款，配合环保部门监理，提供施工中环保执

行信息。

④与环保监测单位签订环境监测委托合同，检查环境监测计划的实施，

并将监测报告与执行情况上报建设单位。

⑤负责受影响公众的环保投诉。

⑥积极配合、支持地方环保主管部门的工作，并接受其监督与检查。

（2）施工期

工程施工期应严格实行招投标制和合同制，将工程的环境保护要求、环

境保护设施建设、需达到的预期效果列入招标文件和合同中，明确相关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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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要求。

施工期建设单位应设 1～2人专职人员，负责工程施工期的环境管理与监

督，监督施工单位搞好工程的水土保持，植被恢复、施工噪声和施工扬尘防

治等工作。

（3）运营期

项目建设完成进入运营期，要做好施工期施工临时占地的生态恢复工作，

需严格执行各类防治工作。运营期项目本身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主要是做

好塔基与导线下方的各类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安全警示等告示牌。定期对

塔基和线路做好检修和维护工作。

5.3.2施工期环境监理

项目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风景名胜区，环境敏感性高，

建议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

按照工程建设管理要求，项目业主必须对每个建设工程委托有资质的施

工监理机构。施工监理机构必须配备相应的环境监理工程师。其主要负责监

理方的建筑工程活动及其他相关活动。本项目施工期间环境监理情况详见下

表：

表 5-1施工期环境监理情况一览表

监理内容 监理要求

施工扬尘

施工过程中及时洒水抑尘；对需要回填的土方及石子、砂子等进行定期洒水

或防尘布遮盖抑尘；对易产尘的材料，实行轻卸慢放；施工场地采取洒水降

尘、临时覆盖等措施防尘。

施工废水

输电线路塔基施工废水设置沉淀桶，经沉淀处理后中回用于施工、洒水降尘；

施工场地四周布置排水沟及澄清池处理雨天地表径流，地表径流沉淀后排入

周边地表水体。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生产区旱厕（含化粪池）收集后，定期

请附近农户清掏作农肥。

施工噪声

使用主要机械设备为低噪声机械设备，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设专人

对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维护，负责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严格按操作规

范使用各类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施工。

固体废

弃物

输电线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景洪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建

筑垃圾中混泥土、砂石、废砖块等不可回用的同填方一同回填，废弃导线、

包装材料等可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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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生态

保护

加强施工管理，严禁超计划占地，严格控制施工活动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加

强施工人员环境保护宣传培训，发放宣传手册，树立警示牌等。及时恢复临

时占地使用功能，及时覆土绿化，绿化结束后，应定期进行抚育管理，合理

安排施工程序，易造成水土流失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结束后应尽快作好

清理恢复工作。施工后采取人工植树种草的措施，加快植被恢复进程。未利

用料及临时弃渣妥善堆存，周边设临时截排水、拦挡或土工布覆盖措施，防

止水土流失。强化施工管理，无施工道路区域采用索道运输施工材料，不得

拓宽或开辟新施工便道；架线施工时，展放导引绳通道应规定只设一条，施

工人员不得随意踩踏出多条通道。

其他

材料堆场的选址符合环保要求；原材料及废渣运输车辆行驶的路线避开学

校、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点；运输过程无泼洒。所需砂、石、渣料选择通过环

保部门审批的料场提供；禁止向河流、渠道、水沟排放粪便、施工人员的生

活污水，倾倒施工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及清洗工具等。

5.3.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在项目竣工验收在正常运行工况下的工频电磁场的监测，按国家

环境保护局编制的《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的有

关规定开展监测及分析工作，运营期监测计划一览表见下表。项目施工期不

进行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测。

表 5-2 运营期监测计划一览表

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噪声（等效连续 A声级）

监测

点位

输电

线路

①线路起点、终点各监测 1个点位；②

线路断面监测：布置在线路导线距地高

度最低处，线路中心的地面投影点为测

试起点，垂直于线路方向进行，测点间

距 5m，测至背景值止；③设 1处断面

进行监测。

①线路起点、终点各监测 1个点

位；②线路噪声：电磁环境监测断

面起点处（线路中相导线下或线路

走廊中心处）。③40m以内若有新

增居民，根据情况补充监测点。

监测

频率

环境保护验收时监测 1次，环保管理需要时

进行监测。

环境保护验收时监测 1次，环保

管理需要时进行监测。

监测

要求
按照竣工验收的要求进行监测。 按照竣工验收要求进行监测

监测

方法

根据《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

行）》（HJ681-2013）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

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

执行

标准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工

频电场强度≤4000V/m，磁感应强度≤100μT限

值要求。

《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3096-2008）1类标准。

记录工

作条件

1、时间、天气状况、温度和湿度。2、设备名称、型号、工作状况。3、监测依

据。4、监测时升压站和输电线路工况情况，如监测时主变、输电线路电流、电

压大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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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竣工环保验收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

682号令），工程建设执行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投入运行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自行对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进

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建设单位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

变电》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环境保护竣工

验收，项目环保措施竣工验收一览表见表5-3。

表5-3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内容一览表

序

号

验收

阶段

验收

分项
验收内容（或环保措施） 验收依据

1

施工

期

废水

调查施工废水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处

理方式；本次评价要求施工期废水收集

后经临时沉淀桶处理后回用于施工作

业或用作洒水降尘，不外排。

施工期生产生活污水均不外

排。

2 废气

调查施工期扬尘采取的环保措施；本次

评价要求对粉状物料和临时堆土采用

篷布遮盖。定时洒水降尘等。

①施工期的各项大气环境保护

措施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及批复要求落实到位。

②合理设置抑尘措施，施工期

间不造成大气污染，也无扰民

纠纷和投诉现象发生。

3 噪声

本次评价要求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

作业时间，严禁夜间施工；优化施工工

艺，尽量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加强施

工机械设备的管理和维护。

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
－2011）。调查是否发生噪声

扰民现象。

4 固体

废物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环

卫部门清运处置。施工产生的土石方，

在施工场地内全部回用，无弃渣；临时

堆放时，利用彩条布进行临时覆盖，减

少水土流失。

施工场地无生活垃圾遗留；施

工场地无土石方、建筑垃圾堆

放。

5 生态

环境

强化施工管理，严禁超计划占地，减少

施工临时用地及道路，加强环境保护宣

传培训，树立警示牌。施工期对临时堆

土采取遮盖措施，减少水土流失。项目

土石方施工应避开雨季。施工结束后及

时清理施工场地，并对施工临时占地进

行植被恢复；是否满足水土保持验收要

求。

①施工期的各项陆生生态环境

保护措施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及批复要求落实到位。

②不造成大面积林木破坏，施

工迹地进行植被恢复，恢复原

有用地功能，不对保护动植物

造成破坏，未造成水土流失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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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营

期

电磁

环境

输电线路对地高度满足《110kV～
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50545-2010）要求。

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规定的工

频电场强度≤4000V/m、工频磁

感应强度≤100μT的限值要求。

2 噪声
工程线路沿线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

工程线路沿线噪声执行《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1类标准。

3 生态

环境

（1）强化对设备检修维护人员的生态

保护意识教育，加强管理，禁止滥采滥

伐和捕猎野生动物，避免因此导致的沿

线自然植被破坏和野生动物的影响；

（2）定期对线路沿线生态保护和防护

措施及设施进行检查，跟踪生态保护与

恢复效果，以便及时采取后续措施；

（3）生态保护红线内线路安装驱鸟器

和醒目标识，避免发生鸟撞、鸟类触电

情况

临时施工占地须进行生态恢

复，塔基周围植被恢复至项目

建设前状态。

4
敏感

目标

噪声

线路导线经过居民区时，输电线路导线

对地最低高度为9m以上。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
96-2008）1类标准（昼间≤55dB
（A），夜间≤45dB（A））限

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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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保

投

资

5.5环保投资

项目总投资 2187万元，环保投资 43.7万元，占总投资的 2%，环保投资

见下表。

表5-3本项目环保措施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投资 备注

1 废水处理 临时沉淀桶 9
2 扬尘防治 施工物料采用篷布覆盖、遮挡 3
3 固废处理 施工期生活垃圾收运 6

4 水土流失防治
陡坡塔基、施工场地设置的浆砌石挡土墙

、护坡、排水沟
0 计入水土保持工

程费

5 电磁环境防护 塔基安全警示牌、电力设施保护标识牌 8.2
6 噪声治理 必要时噪声治理措施 3
7 植被恢复 临时占地植被恢复费用 0 计入水保工程费

8 环境保护宣传

培训

相关法律法规、重点保护物种、保护措施

的宣传培训、警示牌、宣传牌
10.5

9 预备费
作为项目用于环保投资的预备费用，按上

述投资的10%计算
3.97

环保投资合计 43.7
项目总投资 2187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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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陆生生态

优化塔基、线路路径、施工场地布置，采取先进环保设

计施工方案，进一步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严格控

制施工范围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

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培训，设立警示牌。施工结束后，及

时清理场地，选择乡土树草种进行植被恢复。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

实情况。

临时施工场地完成

生态恢复，塔基周围

植被恢复至项目建

设前状态。

临时施工场地完

成生态恢复，塔基

周围植被恢复至

项目建设前状态。

水生生态 / / / /

地表水环

境

输电线路施工人员沿线分散，依托周围居民生活设施，

塔基浇筑混凝土拌合冲洗废水经临时沉淀桶澄清后回用

于塔基混凝土搅拌和洒水降尘，不外排。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

禁止排放到附近的地

表水体。

/ /

地下水及

土壤环境
/ / / /

声环境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夜间施工；在施工场地周围使

用隔音设施。

满足《建筑施工场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标

准。

合理选择送电导线

结构，确保对地高度

，降低送电线路的可

听噪声水平。

输电线路噪声满

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
）中1类标准。

振动 / / / /

大气环境 施工场地设置围挡、洒水抑尘设施。
施工场地无可见扬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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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
建筑垃圾不可回用的同填方一同回填，废弃导线、包装

材料等可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

固体废弃物收集处置

率达到100%。

废导线、螺丝等铁质

材料，集中收集后外

售给废旧资源处置。

固体废弃物收集

处置率达到100%
。

电磁环境

在居民区最低导线架设高度不得低于7m，在非居民区不

得低于6m；施工期线路严格按相关要求施工，避免跨越

居民点。

/

输电线路：确保导线

对地高度，居民区导

线离地最低高度保

证8m；合理选择导线

类型。

电磁环境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
中公众暴露控制

限值（工频电场强

度≤4000V/m、工

频 磁 感 应 强 度

≤100μT）的要求。

环境风险 / / / /

环境监测 / / 制定电磁、噪声监测

计划。

竣工验收时及有

投诉情况时，进行

监测。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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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可满足电能送

出的需求，同时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区域清洁能源利用。工程区域及评

价范围的水、气、声、生态、电磁等环境质量现状较好。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的第一类鼓励类（电力——电网改造与建设，

增量配电网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工程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部分线段跨越生态保护红线、跨越永久基本农田、

且项目共有 2.734km位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受到《风景名胜区条例》

中相关规定的制约。

因此，拟建项目的建设必须得到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的相关核准、批准后方

可建设。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

线路工程项目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选址方案的审查意见：由于项目建设确实

需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且无法避让，同意该项目选址。对工程运

营期可能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和噪声等主要环境影响，可采取相应环保措

施予以缓解或消除。在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严格实施“三同

时”制度后，本项目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噪声等能满足国家

相关标准要求，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程度可以接受。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

目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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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

工程，线路起于洛科大寨 110kV 升压站构架，经线路终端塔沿东南方向架设，

途经基诺乡巴卡老寨左转，线路沿线架设途经巴卡小寨曼伦后右转跨越 G213 国

道，线路沿线架设至曼勒村东侧，跨越 G219 国道，跨越 110kV 黎罕 T 线及跨越

G8511 昆磨高速沿线架设，线路左转穿越 110kV 黎线架设至城子新寨南侧，跨

越 35kV 仓藤线，于 220kV 黎明变侧迁回穿越 220kV 黎茶线、勐腊北牵 I 回线后

架设进站。线路路径长约 17.5km。

本项目建设是为满足景洪市基诺乡洛科大寨农业光伏发电项目电能送出需

求，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区域清洁能源利用，建设本项目是必要的。

2023 年 10 月，云南景太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

受评价任务后，评价人员首先对项目设计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初步掌握了项目

的工程特性以及项目所在地区的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质情况等自然环境状况，

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对下一步评价工作做出了安排，并

进行了组织分工。2023 年 10 月，评价人员对项目工程区域及评价范围进行了现

场踏勘和资料收集；2023 年 11 月，委托了昆明理工旭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

项目区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进行了现状监测。

评价人员在掌握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资料和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

究后，对工程建成运营后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等污染因素对环

境的影响进行了预测评价，根据项目特点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在此基础

上，从环保角度论证了本项目的可行性，于 2023 年 11 月编制完成了《景洪市基

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 线路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本专项对项目所在区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现状进行了实测，

预测和分析评价了本项目建成后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对环境的

影响，从电磁环境影响角度论证了本项目建设的可行性，提出预防和缓解不利环

境影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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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2.1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修正版）》，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并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8 年修正版）》，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

订并施行；

（4）《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2008 年 1 月 1 日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16 号，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

（6）《电力实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2011 年 6 月 30 日修订；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2.2 环境影响评价有关标准、技术规程

（1）《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3）《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2.3 设计的规程、规范

（1）《输电线路对电信线路危险和干扰影响防护设计规程》（DL/T5033-2006）；

（2）《架空输电线路杆塔结构设计技术规定》（DL/T5154-2012）；

（3）《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范》（GB50545-2010）；

（4）《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50065-2011）。

2.4 工程技术资料

（1）《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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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西环审【2023】11 号）；

（3）西双版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

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的核准批复（西发改电气【2023】3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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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概况及工程分析

3.1 工程概况

3.1.1建设内容及项目组成

1、建设内容

本项目线路工程线路起于洛科大寨 110kV 升压站构架，经线路终端塔沿东

南方向架设，途经基诺乡巴卡老寨左转，线路沿线架设途经巴卡小寨曼伦后右转

跨越 G213 国道，线路沿线架设至曼勒村东侧，跨越 G219 国道，跨越 110kV 黎

罕 T 线及跨越 G8511 昆磨高速沿线架设，穿越 220kV 版黎 II 回线、梭罗河牵 II

回线、跨越 35kV 仑藤线、穿越 220kV 黎茶线、勐腊北牵 I 回线后架设进站。线

路全长约 17.5km，采用单双回路混合架设，曲折系数为 1.23，使用杆塔 44 基。

项目主要包括塔基建设和线路布设，不包括升压站建设。

3.2 电磁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1、施工期间，本工程施工内容主要为铁塔组立及挂线，线路不带电，无电

磁影响。

2、运行期项目运行过程中将会产生电磁环境影响。由于稳定的电压、电流

持续存在，高压线路附近产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或者系统在暂态过程中（如

开关操作、雷击等）的高电压、大电流及其快速变化的特点均能产生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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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因子、等级、范围、标准及环境保护目标

4.1 评价因子

本工程建设期间无电磁环境影响。根据工程所在地环境特征、环境影响因素

识别结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确定项目电磁

环境评价因子见表 4-1。
表 4-1电磁环境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时段 环境要素
评价因子

现状评价因子 预测评价因子

运营期 电磁环境影响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4.2 评价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输变电建设项目电磁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详见表 4-2。

表 4-2输变电建设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分

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件

评价工作等

级

交

流
110kV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三级

户外式 二级

输电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无电

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三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有电磁

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交

流

220～
330kV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三级

户外式 二级

输电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无电

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三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有电磁

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500kV及

以上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二级

户外式 一级

输电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20m 范围内无电

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20m 范围内有电磁

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一级



6

直

流

±400kV及

以上
-- -- 一级

其他 -- -- 二级

本项目为景洪市基诺乡洛科大寨农业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边导

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有一处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等级为二级。

4.3 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可知，电磁环境评价

范围为 110kV 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内的带状区域。本项目电

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见表 4-2。

表 4-3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分类 项目 评价范围

交流 110kV 输电线路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4.4 评价标准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本项目电磁环境评价标准见

表 4-3。
表 4-4电磁环境影响评价标准

污染物名称 评价标准

工频电场

以 4000V/m 作为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架空输电线路下的耕地、园

地、牧草地、禽畜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为

10kV/m。

工频磁场 以 100μT 作为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5 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项目线路路径投影下方没有村庄和居民点，边导线地面

投影外两侧各 30m 内有三处居民点：N23 号塔基附近曼仑村散户，距线路距离

约为 9m，N24 号塔基附近曼仑村散户，距线路距离约为 22m，以及 N32 号塔基

附近城子新寨散户，距线路距离约为 20m。



7

5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2023 年 11 月日昆明理工旭正咨询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电磁环境现

状进行了监测。

5.1 监测分析方法及监测仪器

（1）监测分析方法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2）监测仪器

SEM-600 电磁辐射分析仪&LF-04 型电磁场探头。

（3）监测期间自然环境条件

测点已避开较高的建筑物、树木，监测地点相对空旷，监测高度为距地面

1.5m。监测时间、天气条件见表 5-1。

表 5-1监测时间及天气条件

监测时间
气象参数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Rh） 风速(m/s)

2023 年 10 月 29 日 多云 20~30 60~76 1.0~1.5
2023 年 10 月 29 日 多云 19~28 58~78 1.0~1.8

5.2 现状监测与评价

（1）监测点布设及合理性分析

本次监测布点时按照均匀布点的原则并兼顾环境敏感目标开展现状监测工

作。对于本次输电线路所有的敏感点都进行监测，监测点设在敏感点离线路最近

的房屋或建筑物处。监测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中监测布点要求，监测点布置规范合理。

（2）监测项目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3）监测时间、监测频次、监测环境和监测单位

监测时间、监测环境和监测单位与声环境监测相同。

监测频次：白天监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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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监测结果及分析

（1）监测结果

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5-2。

表 5- 2电磁环境监测结果表

监测内

容
监测点描述 监测日期

监测数值

工频电场（V/m）工频磁场（μT）

1# 线路起点升压站位置

2023 年 10
月 29 日

0.03 0.0060
2# 跨越曼仑村散户位置 8.45 0.0459
3# 跨越曼仑村散户位置 6.23 0.0853
4# 跨越 110kV 黎罕 T 线 948.3 0.5875
5# 跨越昆磨高速 G8511 位置 0.05 0.0046
6# 跨越城子新寨散户位置 0.09 0.0053

7# 穿越 220kV 版黎 II 回线、梭罗河牵

II 回线
1.17 0.2865

8# 跨越 35kV 仑藤线 172.46 0.2731

9# 穿越 220kV 黎茶线、220kV 勐腊北牵

I 回线
21.00 0.1766

10# 变电站站围墙外 5 米处 236.53 0.4338

（2）监测结果分析

由表 4-2 可知，输电线路沿线各监测点的工频电场强度为 0.03~948.3V/m，

满足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4000V/m）要求；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46~0.5875μT，满足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100μT）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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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6.1 输电线路工程

对于输电线路工程，拟采用模式预测的方法对本工程输电线路运行期电磁环

境影响进行预测评价。

6.2 预测因子

输电线路预测因子：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6.3 输电线路工程电磁环境影响预测和分析

6.3.1预测模式

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工频磁场预测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

（HJ24-2020）附录 C 和 D 中的计算方法。

（1）输电线路工频电场预测模型

①单位长度导线下等效电荷的计算高压送电线上的等效电荷是线电荷，由于

高压送电线半径 r 远小于架设高 h，因此等效电荷的位置可以认为是在送电导线

的几何中心。假设送电线路为无限长并且平行于地面，地面可视为良导体，利用

镜像法计算送电线上的等效电荷。多导线线路中导线上的等效电荷由下列矩阵方

程计算：

式中：Ui——各导线对地电压的单列矩阵；

Qi——各导线上等效电荷的单列矩阵；

λij——各导线的电位系数组成的 n 阶方阵（n 为导线数目）。

[U]矩阵由镜像原理求得。

[λ]矩阵由镜像原理求得。

②计算由等效电荷产生的电场为计算地面电场强度的最大值，通常取夏天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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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有最大弧垂时导线的最小对地高度。因此，所计算的地面场强仅对档距中央

一段（该处场强最大）是符合条件的。

当各导线单位长度的等效电荷量求出后，空间任意一点的电场强度可根据叠

加原理计算得出，在（x，y）点的电场强度分量 Ex 和 Ey 可表示为：

式中：xi、yi——导线 i 的坐标（i=1、2、……m）；

m——导线数目；

ε。——介电常数；

Li、L'i——分别为导线 I 及镜像至计算点的距离。

对于地面附近场强的影响很小，对 500kV 两条并行的单回路水平排列的几

种情况计算表明，没有架空地线时较有架空地线时的场强增加约 1%～2%，所以

常不计架空地线影响而使计算简化。

（2）输电线路工频磁感应强度预测模型

根据“国标大电网会议第 36.01 工作组”的推荐方法计算同压送电线下空间

工频磁感应强度。

导线下方 A 点处的磁场强度：

式中：I——导线 i 中的电流值；

h——计算 A 点距导线的垂直高度；

L——计算 A 点距导线的水平距离。本工程为三相线路，须考虑场

强的合成，合成后的水平和垂直场强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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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x、H2x、H3x为各相导线的场强的水平分量；

H1y、H2y、H3y为各相导线的场强的垂直分量；

Hx、Hy为计算点处合成后的水平和垂直分量；

H 为计算点处综合磁场强度（A/m）。为了与环境标准相对应，需要将磁场

强度转换为磁感应强度，转换公式为：

B=μ0H；

式中：B——磁感应强度；

H——磁场强度；

μ0——常数，真空中磁导率（μ0=4π×10-7H/m）。

6.3.2预测工况及环境条件选择

输电线路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主要由导线的线间距离、导线对地

高度、导线型式和线路运行工况（电压、电流等）决定的。

一般情况下，线间距越大，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越大，对环境的

影响越不利。

本次环评预测根据《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规定考虑，预测时选取导线通过非居民区的最低高度 6m，居民区的最低高度 7m。

铁塔在同一高度时，其线间距越大，其运行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

越大，本次环评选用间距最大的塔型作为预测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最不利影响

的典型塔型。

本工程 110kV 输电线路导线为单双回路混合架设，单回路导线截面为

185mm2、双回路导线截面为 300mm2。本线路共 44 个塔基。本次预测选用

1A1Y1-J4 作为单回路最不利塔型，呼高 30m，选用 1C2Z1-J4 作为双回路最不利

塔型，呼高 30m。

因此本次环评预测选取线间距最大的塔型 1A1Y1-J4 和 1C2Z1-J4，预测其运

行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结果。单、双回路塔型电磁环境计算参数

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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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电磁环境模式预测参数表

线路

参数
110kV 输电线路

导线
形式 JL/LB20A-185/30 铝包钢芯铝绞线

排列方式 三角排列（单回） 垂直排列（双回）

半径(mm) 7.68 9.77

预测导线最低对地距离

（m）
6.0m（非居民区）、7.0m(居民区)

预

测

参

数

工频

电场

、

工频

磁场

塔型 1A1Y1-J4 1C2Z1-J4

导线排列方式
C  OA  

B     A
OB
C

坐标

导线对地

6.0m

B（0，10.1）
A（-4.05，6.0）
C（3.8，6.0）

A（3.85，15）
B（4.6，10.3）
C（4.1，6.0）

导线对地

7.0m

B（0，11.1）
A（-4.05，7.0）
C（3.8，7.0）

A（3.85，16）
B（4.6，11.3）
C（4.1，7.0）

导线电压等级 110kV 110kV

导线电流 300A 300A

预测杆塔塔型

6.3.3单回路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以导线弧垂最大处铁塔中心的地面投影点为预测原点，沿垂直于线路方向进

行，10m 内预测点间距为 1m，10m 外预测点间距为 10m，至铁塔中心地面投影

点外 40m 处，分别预测离地面 1.5m 处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1）工频电场环境影响分析

1A1Y1-J4 塔型工频电场预测结果如表 6-2、图 6-1~图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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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线路单回路工频电场强度预测结果单位：kV/m

塔型 1A1Y1-J4

最低导线高度 L（m） 6.0 7.0

距线路中心距离（m） 离地 1.5m 离地 1.5m
-40 0.027 0.030
-30 0.058 0.064
-20 0.179 0.196
-10 1.041 0.979
-9 1.276 1.159
-8 1.552 1.353
-7 1.850 1.541
-6 2.124 1.693
-5 2.294 1.764
-4 2.277 1.719
-3 2.046 1.550
-2 1.669 1.298
-1 1.299 1.059
0 1.160 0.971
1 1.370 1.103
2 1.756 1.353
3 2.107 1.589
4 2.286 1.728
5 2.250 1.742
6 2.046 1.647
7 1.761 1.483
8 1.467 1.292
9 1.202 1.101

10 0.978 0.928
20 0.170 0.186
30 0.056 0.062
40 0.027 0.029

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 2.294 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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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A1Y1-J4塔型导线最低高度 6.0m时线下工频电场预测结果图

图 6-21A1Y1-J4塔型导线最低高度 7.0m时线下工频电场预测结果图

从表6-2和图 6-1图 6-2可以看出，线路在非居民区导线最低允许高度为 6.0m

时，在单回路最不利塔型段（1A1Y1-J4）线下 1.5m 高处最大工频电场强度为

2.294kV/m，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耕地、园地、牧草

地、道路等非居民区 10kV/m 的控制限值要求；在居民区导线最低允许高度为

7.0m 时，在单回路最不利塔型段（1A1Y1-J4）线下 1.5m 高处最大工频电场强度

为 1.764kV/m，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评价标准 4kV/m

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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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频磁感应强度环境影响分析

1A1Y1-J4 塔型工频磁感应强度预测结果如表 6-3、图 6-3 图 6-4 所示。

表 6-3线路单回路工频磁场强度预测结果单位：μT

塔型 1A1Y1-J4
最低导线高度 L（m） 6.0 7.0
距线路中心距离（m） 离地 1.5m 离地 1.5m

-40 2.611 2.601
-30 3.491 3.469
-20 5.268 5.190
-10 10.397 9.739
-9 11.373 10.503
-8 12.443 11.299
-7 13.539 12.069
-6 14.513 12.724
-5 15.136 13.155
-4 15.195 13.286
-3 14.694 13.136
-2 13.921 12.836
-1 13.284 12.571
0 13.085 12.486
1 13.411 12.625
2 14.117 12.915
3 14.86 13.194
4 15.239 13.283
5 15.027 13.074
6 14.293 12.577
7 13.269 11.883
8 12.169 11.100
9 11.119 10.308

10 10.171 9.556
20 5.202 5.127
30 3.462 3.441
40 2.594 2.585

工频磁感应强度最大值 2.611 1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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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A1Y1-J4塔型导线最低高度 6.0m时线下工频磁感应强度预测结果图

图 6-41A1Y1-J4塔型导线最低高度 7.0m时线下工频磁感应强度预测结果图

从表6-3和图 6-3图 6-4可以看出，线路在非居民区导线最低允许高度为 6.0m

时，在单回路最不利塔型段（1A1Y1-J4）线下 1.5m 高处最大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15.239μT，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耕地、园地、牧草地、

道路等非居民区 100μT 的控制限值要求；在居民区导线最低允许高度为 7.0m 时，

在单回路最不利塔型段（1A1Y1-J4）线下 1.5m高处最大工频电场强度为 13.286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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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根据项目特性和所在区域特点，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本专题报告：

（1）调查、评价项目区域生态现状及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

（2）开展生态影响识别；确定生态保护目标；确定评价等级与评价范围；预测、

评价项目施工、运行等建设活动对评价区植被、维管植物、脊椎动物、生态系统等生态

要素带来的各种影响。

（3）针对项目施工、运行对生态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可行的生态保护对策和措

施，并估算生态保护投资。

（4）结合项目生态影响特点和区域生态敏感性，制定生态监测计划，以及施工期

环境监理计划，明确各方的任务和职责，为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5）分析、预测生态保护措施实施后，项目区域生态总体变化趋势，从生态影响

角度论证项目建设的可行性，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2 评价原则

（1）坚持重点与全面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突出评价项目所涉及的重点区域、关键

时段和主导生态因子，又要从整体上兼顾评价项目所涉及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因子在不同

时空等级尺度上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

（2）坚持预防与恢复相结合的原则。预防优先，恢复补偿为辅。恢复、补偿等措

施必须与项目所在地的生态功能区划的要求相适应。

（3）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生态影响评价应尽量采用定量方法进行描述

和分析，当现有科学方法不能满足定量需要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实现定量测定时，生态影

响评价可通过定性或类比的方法进行描述和分析。

1.3 评价依据

1.3.1 国家相关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12.26.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4.4.24.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

订，2015.1.1.起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10.28.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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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2018.12.29.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第二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9.20.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通过，1998.4.29.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6.25.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04.8.28.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二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6.29.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2010.12.25.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修订，2011.3.1.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7.3.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17.11.4.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

改，2017.11.5.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11.8.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22年12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订，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8.29.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2016.7.2.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三次修正）；

（9）《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1.20.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通过，2013.12.28.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2014.3.1.起施行）

1.3.2 国家相关法规

（1）《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12.24.国务院第 12 次常务会议通过，1999.1.1.

起施行，2011.1.8.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林策通字〔1992〕29 号，

1992.3.1.起实施，2016.2.6.国务院第 666 号令第二次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9.30.国务院令第204 号发布，

1997.1.1.起施行，2017.10.7.国务院第 687 号令修改）；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1.29.国务院令第 278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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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9.国务院第 698 号令修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12.24.国务院第12 次常务会

议通过，2014.7.29.第二次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8.1.国务院令第120 号发布，

2011.1.8.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3.12.7.国务院令第 645 号公布，

2013.12.7.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6.3.国务院第 7 次常务会议通过，

1988.6.10.国务院令第 3 号发布，1988.6.10.起施行，2017.10.7.国务院令第 687 号第三

次修订）；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11.18.国务院第 10 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11.29.国务院令第 253 号发布，2017.6.21.国务院第 177次常务会议修改，2017.10.1.

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67 号公布，1994.12.1.起实施，2017.1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改）；

（11）《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9.6.国务院第 149 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474 号公布，2006.12.1.起施行，2016.2.6.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2016.12.1.实施）；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97.10.17.农业部令

第 24 号发布，1997.10.17.施行，2014.4.25.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3 号第三次修正）；

（13）《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6.21.国务院批准，1985.7.6.

林业部发布实施）。

1.3.3 部委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0.11.30.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

发布，2021.1.1.施行）；

（2）《国务院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国发（1983）62 号，

1983.4.13.）；

（3）《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土资源部，农业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土资发〔2005〕196

号，200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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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工作的意见》（环发〔2007〕

37 号，2007.3.15.）；

（5）“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

77 号，2012.7.3.）；

（6）“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

〔2012〕98 号，2012.8.7.）；

（7）《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

第 15 号，2021.9.7.）；

（8）《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1.4.国务院批准，2021.2.1.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3 号，自 2021.2.1.施行）；

（9）《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财政部，林资发〔2013〕71 号，

2013.4.27.）

（10）“关于切实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 ” 2013〕104 号，

2013.11.15.）；

（11）《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2017.2.7.）；

（12）“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

1 号，2018.2.13.）；

（1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

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公报 2019 年第 32 号，2019.11.1.）；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67 号公布，1994.12.1.起实施，2017.1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改）；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97.10.17.农业部令

第 24 号发布，1997.10.17.施行，2014.4.25.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3 号第三次修正）；

（16）《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9.6.国务院第 149 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474 号公布，2006.12.1.起施行，2016.2.6.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2016.12.1.实施）

1.3.4 地方性法规规章

（1）《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1992.11.25.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2004.6.29.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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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04.7.1.起实施）；

（2）《云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2001.10.16.云南省人民政府第 58 次

常务会议通过，2002.1.1.起施行）；

（3）《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1999.9.24.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于审议通过，1999.9.24.起施行）；

（4）《云南省林地管理办法》（1997.3.26.云南省人民政府第 35 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7.3.31.起施行）；

（5）《云南省森林条例》（2002.11.29.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通过，2003.2.1.起施行）；

（6）《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0.5.26.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00.5.26.起施行）；

（7）《云南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1997.5.28.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1997.6.5.起施行）；

（8）《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1995.9.27.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1991.73.1.起施行）；

（9）《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1996.11.19.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1997.1.1.起施行）；

（10）《云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农业农村

厅公告 2023年第 11号，2023.11.73.）；

（11）《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公告 2023年

第 9号，2023.12.13.）；

（12）“云南省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大纲》和《云南省珍稀濒

危植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云政发〔1995〕89 号，1995.6.5.）；

（13）“关于印发云南省古树名木名录的通知”（云南省林业厅，云林保护字（1996）

第 65 号，1996）；

（14）《云南省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1994.7.27.云南省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4.10.1.起施行）；

（15）《云南省地方公益林管理办法》（云政发〔2009〕58 号，2009.3.18.，2009.4.1.

起施行）；

（16）《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7.12.3.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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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公告第 86 号公布，1998.3.1.施行，2018.11.29.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告第 13 号修改）；

（17）《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2011.9.30.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同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0 号

公布，2021年 9月 29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云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18）《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2018.9.21.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同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 号

公布，2019.1.1.施行）；

（19）“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云政发〔2007〕

165 号，2007.10.29.）；

（20）“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

行）》的通知”（云环发〔2013〕146 号，2013.12.19.）；

（21）《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2014.7.27.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14.10.1.起施行）；

（2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云政发〔2018〕

32 号，2018.6.29.）；

（23）《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云政

发〔2020〕29 号，2020.11.10.）；

（24）《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云南省生态

环境厅，2013年 4月）；

（25）《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年）》（云南省生态

环境厅，2024年 5月）。

1.3.5 技术规范及标准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

（3）《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1167-2021）；

（4）《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 1168-2021）；

（5）《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HJ 710.1-2014）；

（6）《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HJ 710.3-2014）；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7

（7）《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4-2014）；

（8）《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HJ 710.5-2014）；

（9）《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HJ 710.6-2014）；

（10）《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HJ

1166-2021）；

（11）《云南省环境影响评价维管植物及植被现状调查技术要求（试行）》（云环

发〔2022〕34号）。

1.3.6 相关技术文件

（1）《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年—2025年）》

（2）《云南省景洪市基诺乡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华能澜沧江勐腊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3）《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

胜区影响评价报告》（浙江恒欣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

（4）《云南省景洪市基诺乡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申请

报告》 （华能澜沧江勐腊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3年 9月）；

（5）《勐腊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征求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

选址意见的函》（腊发改社会〔2023〕144号）；

（6）《景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

径走向征求意见的函〉的复函》（景发改社会〔2023〕318号）；

（7）《西双版纳州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

线路工程项目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选址方案的核准意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2023〕—986号）；

（8）《国道 G219线云南景洪（勐宽）至勐腊（勐醒）段改扩建工程亚洲象及其栖

息地影响专题评价报告》（国家林业昆明勘察设计院，2022年 10月）；

（9）《勐腊县农业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对亚洲象及其栖息地影响专题评价报告》（昆

明卓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 3月）；

（10）《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景洪

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景洪市自然资源局，2023年 9月）；

（11）《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洛科大寨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

区三线”的查询意见》（勐腊县自然资源局，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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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 2022），本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

价等级划分详见表 1-1。

表 1-1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划分原则

环境要

素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19-2022）按以下原则确定评价等

级

本项目判别依据

生

态

环

境

陆

生

生

态

a）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

然遗产、重要生境时，评价等级为一级；

工程不涉及国家公园，也不涉及自然保护区、世

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

b）涉及自然公园时，评价等级为二级；

工程 9基塔（N25、N37、N38、N39、N40、N41、
N42、N43、N44）以及 2.532km 输电线路和

0.202km电缆涉及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评价等级为二级

c）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时，评价等级不低

于二级；

工程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工程 N8-N9、
N33-N34、N34-N35、N36-N37之间的输电线路

合计 397m上跨生态保护红线，评价等级为二级

e）根据 HJ 610、HJ 964 判断地下水水

位或土壤影响范围内分布有天然林、公

益林、湿地等生态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

生态影响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工程 N2~N4、N16~N17共计 370m输电线路上跨

生态公益林且塔基 N3占用生态公益林，局部输

电线路上跨处有天然林分布，评价等级为二级

陆生生态评价等级综合判定

塔基 N8-N9、N33-N34、N34-N35、N36-N37之
间的输电线路合计 397m上跨生态保护红线，且

沿线有天然林分布，陆生生态整体评价等级界定

为二级评价

水

生

生

态

a） 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

自然遗产、重要生境时，评价等级为一

级；
项目不涉及各类水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沿线河流均为小型季节性溪流，

无成规模的鱼类三场和洄游通道，工程无涉水施

工内容，也不属于水文要素影响型，水生生态评

价等级确定为三级

d） 根据 HJ 2.3 判断属于水文要素影

响型且地表水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建

设项目，生态影响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6.1.6 线性工程可分段确定评价等级。线

性工程地下穿越或地表跨越生态敏感

区，在生态敏感区范围 内无永久、临时

占地时，评价等级可下调一级。

1.5 评价范围与时段

1.5.1 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本项目穿越西双版纳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段的线路和塔基以及两端进出段各外延 1km 的线路

的区域确定为工程线路中心线两侧外扩 1000m的范围，其他段为线路中心线两侧外扩

300m；在此基础上得到本次评价区面积约 20.8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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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评价时段

根据项目建设的特征，本次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时段以施工期和运营期为主。

1.6 生态评价内容和评价重点

1.6.1 评价因子筛选

经现场生态调查，参考相关的专题评价报告和研究，并结合工程建设特点，形成生

态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见表 1-2）。综合工程内容、影响方式及影响性质，判断影响

程度在中等以上的生态要素有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生态公益林；重要动植物：评价区记录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种（亚洲象）、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6种（均为鸟类），其中亚洲象被《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列为受威

胁物种极危种；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2种，省级保护植物 1种，古树 1株，列入《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受威胁植物 36种，中国特有植物 69种，其中云南特有植物 30

种；生物群落主要有季风常绿阔叶林、半常绿季雨林、热性稀疏灌木草丛；生态系统主

要以农田生态系统（园地、旱地、水田等）为主，局部有少量森林生态系统（阔叶林）

和草地生态系统（草丛）、聚落生态系统（村庄）和湿地生态系统（坑塘以及河流沟渠

等）；全线段位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范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

态影响》（HJ19-2022）规定将针对上述生态要素的评价因子作重点调查和分析。

表 1-2生态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受影响对象 评价因子

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影响

程度工程内容 影响方式

物种

（重

要陆

生脊

椎动

物）

评价区记录有 6种重要动

物，包括 1种哺乳类和 5
种鸟类

分布范围、

种群数量、

生态习性

项目永久占

地
直接影响

长期影响，

可逆
弱

人员活动 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临时占地，地

表植被剥离
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物种

（重

要植

物）

评价区记录有 12种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和 1种省级保

护植物以及 1株古树等重

要植物

分布范围、

种群数量

项目永久占

地
直接影响

长期影响，

可逆
弱

人员活动 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临时占地，地

表植被剥离
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生境 生态公益林
分布范围、

面积

永久占地和

临时占地，施

工活动扰动，

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生物

群落

自然植被季风常绿阔叶

林、半常绿季雨林、热性

物种组成、

群落结构等

项目永久占

地
直接影响

长期影响，

可逆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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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树灌木草丛
人员活动 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临时占地，地

表植被剥离
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生态

系统

农业生态系统为主，并有

少量森林生态系统、草地

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

植被覆盖

度、生产力、

生物量、生

态系统功能

等

项目永久占

地
直接影响

长期影响，

可逆
弱

人员活动 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临时占地，地

表植被剥离
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生物

多样

性

输电线路上跨不占用生态

保护红线

动植物生

境、自然植

被

永久占地和

临时占地，施

工活动扰动

直接影响
长期影响，

不可逆
中

永久

基本

农田

输电线路上跨不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

田

施工活动扰

动
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生态

敏感

区

西双版纳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

景观以及景

点等

施工活动和

占地
直接影响

长期影响，

不可逆
弱

自然

景观

输电线路上跨不占用生态

公益林

景观多样

性、完整性

的影响

施工活动扰

动
直接影响

短期影响，

可逆
弱

自然

遗迹

评价区未发现需重点保护

的自然遗迹
— — — — —

1.6.2 生态评价内容

根据表 1-2生态影响因子筛选表，根据输电线路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特点（项目

建设占地和施工设施对地表植被进行剥离），结合评价区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区分布有

季风常绿阔叶林、半常绿季雨林、热性稀树灌木草丛等；记录有 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和 1种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及 1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

洲象和 6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部分输电线路上跨生态保护红线，本次生

态评价主要内容有项目占地和施工设施对植物、植被和动物等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由

工程修建和人类活动导致的地表植被剥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植物生境、动物栖息生境

及植被和生态系统等产生的影响，项目建设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

1.6.3 生态评价重点

结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具体分布，本次生态评价重点为：

（1）项目建设对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公益林的影响；

（2）项目建设占地和占用生境对评价区重要动植物（7种保护动物、14种保护植

物、1株古树）；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11

（3）项目建设对区域的自然植被（季风常绿阔叶林、半常绿季雨林、热性稀树灌

木草丛）面积及分布格局和生态系统生物生产量等的影响分析。

1.7 生态保护目标

通过设计资料和现场踏勘，本项目生态环境主要保护目标见表 1-3。

表 1-3沿线主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表

序

号

保护目

标
主要保护内容 位置关系 影响因素

1 自然

植被

植被的数量及生态功能。拟建项

目评价范围分为包括 4个植被型，

4个植被亚型，5个群系

季风常绿阔叶林、半常

绿季雨林主要残存于评

价区内的箐沟和陡坡，

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在评

价区均有零星分布

土地占用造成植被

的损失及生物量的

减少。影响时段为

施工期

2 重要

动物

评价区记录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种（亚洲象）；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6种，均为鸟类（黑鸢、黑翅

鸢、普通鵟、凤头鹰、红隼、褐

翅鸦鹃），其中亚洲象为极危种。

亚洲象近 40年仅 2020
年和 2021年短期往返本

项目南北测；鸟类则在

整个评价区偶见

栖息环境造成破

坏，使其被动迁徙。

影响时段为施工期

和营运期

3 重要

植物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2种（金毛狗

蕨、中华桫椤、大叶木兰、合果

木、大叶风吹楠、千果榄仁、勐

仑翅子树、奶桑、红椿、硬叶兰、

束花石斛、鼓槌石斛），云南省

级保护植物 1种（见血封喉），

古树 1株，列入受威胁植物 36种，

中国特有植物 73种（其中云南特

有植物 30种）。

古树位于N8塔基的西南

侧 229m处，保护植物、

受胁植物和特有植物主

要位于沿线的季风常绿

阔叶林以及半常绿季雨

林的林下和林缘区

土地占用造成植被

的损失及生物量的

减少。影响时段为

施工期

4

西双版

纳国家

级风景

名胜区

自然以及人文景观

工程有 2.532km 输电线

路和 0.202km电缆穿过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勐仑景区）三级保护

区，包括 2.532km输电

线路、0.202km电缆和 9
基塔（N25、N37、N38、
N39、N40、N41、N42、

N43、N44）

施工活动以及占地

等对景观的影响

5 生态保

护红线

红线名称：南部边境热带森林生

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红

线类型：生物多样性维护

工程 N8-N9、N33-N34、
N34-N35、N36-N37之间

的输电线路合计 397m
上跨生态保护红线，塔

基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施工及运营人为干

扰影响

6 生态公

益林
林地

工程 N2~N4、N16~N17
共计 370m输电线路上

跨生态公益林且塔基 N3
占用生态公益林

施工活动以及占地

等对林地的影响

7 永久基

本农田
耕地及农作物

N6~N7之间 80m的输电

线路上跨永久基本农

田，塔基不占用

施工及运营人为干

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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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云南生

物多样

性保护

优先区

域

云南热带雨林保存最完好的地

区。主要保护物种以望天树、

藤枣、金毛狗、猕猴、白掌长

臂猿、版纳鱼螈等为代表。

全线（即 18.48km输电

线路和 44 基塔）均位

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区

工程占用造成植被

的损失及生物量的

减少。施工及运营

人为干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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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2.1 建设必要性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制定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聚焦铝材、硅材、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

多语言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生命科学、生物种业、绿色食品、重大疾病

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布局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以

及“加快布局绿色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源网荷”一体化

建设，促进能源就地消纳，完善能源产供销储体系，优先布局绿色能源开发，加快建设

金沙江、澜沧江等国家水电基地，加强“水风光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建设推进煤电

一体化基地建设，化解电力结构性矛盾”。从缓解供电压力、快速响应负荷发展的角度

来看，投产新能源对西双版纳电网是有必要的，该项目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节能项目，

有利于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优化当地电源结构。因此建设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

大寨光伏电站 110 kV送出线路工程项目是有必要的。

2.2 项目概况

本项目线路起于景洪市基诺乡洛科大寨 110 kV升压站构架，止于勐腊县勐仑镇黎

明变，线路经过景洪市基诺乡和勐腊县勐仑镇，全线在东经 101.18°~101.266°，北纬

22.0118°~21.9048°之间。

本工程拟在洛科大寨光伏升压站新建 1回 110kV 线路接入 220kV 黎明变，导线采

用 JL/LB20A-185/30铝包钢芯铝绞线，导线允许运行温度 80℃，导线采用单导线，架

空线路路径长度为 17.5km（其中新建单回路线路路径长度 16.2km，220kV 黎明变进出

线段约 1.3km采取新建双回路铁塔，本期单侧挂线），新建塔基 43杆。塔基不涉及永

久基本农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生态公益林，9基塔涉及风景名胜区（N25、

N37、N38、N39、N40、N41、N42、N43、N44）。线路路径部分途经永久基本农田（80m）、

生态公益林（370m）、生态保护红线（397m），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该项目占地面

积 1.83hm2，其中永久性占地面积 0.26hm2，临时占地面积 1.57hm2。景洪市基诺乡巴卡

村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线路投资为 2187万元。项目资本金由项目单位华能澜沧江（景

洪）新能源有限公司全资出资，资金已落实。

拟建线路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和勐腊县境内。

项目概况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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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项目 数
技术经济指标

110kV 送出线路

1 路径长度（km） 18.48
2 覆冰厚度（mm） 5
3 共用杆塔（基） 56
4 平均档距（m） 330
5 耐张比例（%） 46.42%
6 导线（t/km） 2.09
7 单回路直线塔（基） 28
8 单回路耐张塔（基） 22
9 双回路直线塔（基） 2
10 双回路耐张塔（基） 4
11 绝缘子（片/km） 258
12 金具（t/km） 1.93
13 接地（t/km） 0.91
14 铁塔钢材（t/km） 25.6
15 基础钢材（t /km）（不含护壁钢筋） 3.19
16 混凝土（m³/km）（不含护壁混凝土） 57.99

2.3 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1）根据工程设计，工程总占地面积：1.83hm2，永久占地面积：0.26hm2，临时占

地面积：1.57hm2。工程永久占地为塔基占地，临时占地为电缆沟、塔基施工场地及牵

张场站和临时施工道路场地区。

本项目占地面积 1.83hm2，其中永久性占地面积 0.26hm2，临时占地面积 1.57hm2。

久占地 0.26hm2，包括橡胶园 0.18hm2、茶园 0.01hm2、果园 0.04hm2、乔木林地 0.02hm2、

水田 0.01hm2，永久占地将改变土地利用性质，影响将是长久的。项目建设还涉及部分

临时占地 1.57hm2，包括橡胶园 1.43hm2、茶园 0.01hm2、果园 0.04hm2、旱地 0.01hm2、

草地 0.01hm2、乔木林地 0.08hm2，临时占地在工程结束后将恢复其功能，不会改变土地

利用性质。

表 2-2 本工程占地情况一览表

土地利用类型
占地面积（hm2）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茶园 0.01 0.01 0.02

果园 0.04 0.04 0.09

橡胶园 0.18 1.43 1.60

水田 0.01 0.00 0.01

旱地 0.00 0.01 0.01

草地 0.00 0.01 0.01

乔木林地 0.02 0.08 0.10

总计 0.26 1.57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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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期地表清理会造成施工范围内现有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或使地表裸露，地

面被雨水冲刷将造成水土流失。

（3）项目建设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均会使植被面积减少，但由于线路穿越区域均

为人为活动显著区，现状均为各类园地，仅部分箐沟因坡度陡尚残存零星的半常绿季雨

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并在局部山坡有小面积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和次生化的季风常绿阔

叶林。但这些用地类型面积较小，且被园地围垦，呈破碎的小斑块散布，已极难作为野

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生境。工程施工过程中噪声和人为活动增加，将进一步到这些区域

活动的野生动物避离至施工影响区之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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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调查概况

3.1.1 调查人员及时间

根据各专题实际调查时间情况及完成情况，本项目生态调查时间跨度为 2023年 10

月至 2024年 4月，先后委托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及重庆菁霖林业有限

公司，通过野外实地踏查和查阅文献资料获取了项目评价区大量系统的科学数据，整体

满足导则的要求。具体工作人员信息及工作内容见下表：

表 3-1 调查人员、调查时间等信息

序号 调查人员 专业 学历 主要工作内容 参与调查时间 备注

1 夏茂田 植物学 硕士 野外物种鉴定、数据分析 2023.10.10-2024.4.20

2 李静超 植物学 硕士 野外物种鉴定 2023.10.10-2024.4.20

3 张文富 植物学 本科 野外物种鉴定 2023.10.10-2024.4.20

4 金楠 生态学 硕士 数据记录和录入 2023.10.10-2024.4.20

5 鲁云 植物学 大专 数据记录和录入 2023.10.10-2024.4.20

6 邓云超 植物学 大专 数据记录和录入 2023.10.10-2024.4.20

7 岩罕香 植物学 中专 数据记录和录入 2023.10.10-2024.4.20

8 袁盛东 动物学 硕士 物种鉴定、数据分析 2023.10.10-2024.4.20

9 和雪莲 动物学 博士 物种鉴定 2023.10.10-2024.4.20

10 赵蓉 生态学 硕士 物种鉴定 2023.10.10-2024.4.20

11 金楠 生态学 硕士 数据记录和录入 2023.10.10-2024.4.20

12 罗艳
地理信息

系统科学
硕士

卫星遥感数据收集及绘制

相关图例
2023.10.10-2024.4.20

13 冯磊鋆 生态学 硕士 数据处理分析 2023.10.10-2024.4.20

14 周耀堃 计算信息 大专 数据记录和录入 2023.10.10-2024.4.20

3.1.2 调查内容简介

（1）植被调查

项目评价区陆生植被的划分、分布特征、主要植被类型特征、分布规律及演替规律、

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等。

（2）维管束植物调查

项目评价区陆生维管束植物的种类、区系和数量特征等，重点调查和核实评价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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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点保护野生物种情况、狭域特有种、古树名木及外来入侵植物情况等。

（3）陆生脊椎动物调查

项目评价区陆生脊椎动物的种类、区系和数量特征等，重点调查和核实评价区各级

重点保护野生物种情况等。

3.1.3 调查方案简述

3.1.3.1 植被调查方法

（1）实地调查

在实地踏查和遥感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评价区的地形地貌特点和交通

状况，确定典型的群落地段。森林类型的群系的调查样地面积为 20×30m2，稀树灌木草

丛的样地调查面积为 5×5m2。

植被野外实地调查采用 Braun-Blanquet 建立的植物群落学的理论与方法（常称法

瑞学派群落学调查法）。在野外考察中用分散典型取样原则，按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

结构和外貌的一致程度，初步确定群丛（群落），并在各个群丛个体的植物群落地段上

选取一定面积和数量的样地进行群落调查。每一个样地植物群落学调查结果所记录的调

查表称为一个样地记录。首先记好样地记录总表，记下野外编号、群落名称（常野外暂

定）、样地面积、取样地点（经纬度）、海拔、坡向坡度、群落高度、总盖度、群落分

层及各层高度与层盖度、人为影响状况等。在此样地记录中，专备样地记录分表，着重

记录样地面积内每一个植物种类（维管束植物种类）的种名和“多优度-群集度（Abundant

domfinance-sociability）”指标，即 Braun-Blanquet 的“盖度多度-群集度（Coverage

abundance-sociahility）”指标。多优度-群集度的评测标准如下：

表 3-2多优度-群集度的评测标准一览表

多优度等级（共 6 级，以盖度为主结合多度）

5：样地内某种植物的盖度在 75%以上者（即 3/4 以上者）；

4：样地内某种植物的盖度在 50%～75%以上者（即 1/2～3/4）；

3：样地内某种植物的盖度在 25%～50%者（即 1/4～1/2 者）；

2：样地内某种植物的盖度在 5%～25%者（即 1/20～1/4 者）；

1：样地内某种植物的盖度在 5%以下，或数量尚多者；

+：样地内某种植物的盖度很少，数量也少，或单株。

群聚度等级（共 5 级，聚生状况与盖度相结合）

5：集成大片，背景化；

4：小群或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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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片或小块；

2：小丛或小簇；

1：个别散生或单生。

（2）访问调查

在项目评价区所在区域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访问和座谈，通过与当地林业部门的有

关同志进行交谈，了解当地植被的演变、植物主要为保护植物等的分布等情况。

（3）查阅相关资料

比照相应的地理纬度和海拔，对照项目评价区所在区域的有关科学研究和野外调查

资料，核查和收集相关资料。

3.1.3.2 维管植物调查方法

植物种类调查采用路线踏查和样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评价范围后，首先利用

1：10000地形图确定调查范围内的地形情况，用遥感影像确定调查区的植被和植物分布

状况，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软件 ArcGIS 设计踏查路线和样地，踏查路线的拐点和样地

位置要标定坐标。野外调查时用手持 GPS 查找这些踏查路线和样地坐标位置进行调

查。野外调查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查路线和样地选择可做适当调整。踏查路线设计时综

合考虑地形因素和植被状况，选择地形变化大，植被类型多，植物生长旺盛，穿插部位

有道路可行的地段设置踏查路线。路线必须穿越每种植被类型的实际距离不少于 50m。

每种群落类型设计样地进行调查，野外能识别的植物现场记录名称，对没有准确把握鉴

定的种类采用拍摄照片和采集植物标本结合的方法带回室内，再做准确鉴定。

（1）线路调查

在调查范围内按不同方向，用手持 GPS进行定位，沿着事先设计并做现场改进的

几条具有代表性的线路，记载植物种类、采集标本、观察生境、目测多度等。这种方法

虽然比较粗糙，但可窥其全貌，作为样地调查的补充，能在大范围内总体上观察植物种

类。同时，标记沿途所见外来入侵植物物种。查阅《Flora Of China》《云南植物志》等

专著以及其他可用的有效资料，补充项目调查区内未调查到但可能分布的维管植物。

（2）样地调查

在调查范围选择不同地段，按不同的植物群落设置样地，在样地内作细致的物种记

录调查。样地物种的调查实际上是植被类型调查的一部分，两者可结合进行，但物种的

记录更详细。基于本项目全线为二级评价，评价区的自然植被有 5 个群系类型，且人为

干扰相对较少，故现场调查设置的样方共计 15 处，每个群系类型均为 3 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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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植被调查样方一览表

样方号 海拔：m 坡度：° 坡向：° 坡位： GPS：°
1 885 40 270 下 21°59'44.77"/101°11'32.59"

2 850 20 145 下 21°59'10.65"/101°11'55.72"
3 900 25 130 中 21°59'19.25"/101°11'35.67"
4 1200 25 190 上 22° 0'23.74"/101°11'29.43"
5 705 20 120 上 21°57'20.04"/101°13'38.16"
6 640 25 100 上 21°55'7.83"/101°13'39.66"
7 640 20 135 中 21°55'0.32"/101°13'49.73"

8 650 25 40 中 21°54'57.90"/101°14'6.60"
9 690 35 210 上 21°58'24.84"/101°12'45.99"
10 680 30 230 中 21°58'16.82"/101°12'44.69"
11 750 20 210 中 21°58'9.91"/101°12'59.55"
12 650 25 170 中 21°55'7.94"/101°13'41.79"
13 620 25 160 下 21°54'39.21"/101°14'49.82"

14 590 15 220 下 21°54'32.45"/101°15'14.61"
15 800 10 145 下 21°59'31.74"/101°11'35.10"

3.1.3.3 野生脊椎动物调查

（1）哺乳类调查方法

文献查阅：调查工作开展之前，先查阅《中国动物志 兽纲 第八卷 食肉目》（高

耀亭等，1987）、《中国啮齿类》（黄文几等，1995）、《中国动物志 兽纲 第六卷 啮

齿目 仓鼠科》（罗泽珣等，1988）、《中国哺乳动物种和亚种分类名录与分布大全》

（王应祥，2002）、《中国哺乳动物彩色图鉴》（潘清华等，2007）等文献和资料，分

析项目评价区哺乳类动物分布的情况。重点查阅专家学者曾在本地区进行调查的“历史

文献”。

野外实地考察：对项目评价区的哺乳类分布现状进行实地考察：观察植被类型、生

境条件、溪流水塘等哺乳类生存的资源条件，同时对动物的足迹、叫声、粪便、取食等

予以重点观察，判断种类。

访问调查：在初步了解项目评价区可能分布的哺乳类后，在农户家、农户劳作现场

等地，采取“非诱导式访谈法”对当地乡民就评价区及邻近地区的哺乳类资源进行访谈，

向当地林业部门熟知情况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并出示图片请被访者指认，了解调查哺

乳类以及变化情况。

（2）鸟类的调查方法

野外调查：主要采用样线法，辅以样点法进行。在进行样线和样点选择时，尽量包

括评价区的所有生境类型。调查时记录样线两侧或样点内观察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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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得到更为全面的评价区鸟类名录，在非路线和样点调查期间观察到的鸟类物种也被记

录在内，观察到的数量作为评定鸟类优势度的参考。

访问调查：一些大型鸟类，如鸡形目鸟类、猛禽等，在野外考察中很难发现，通过

访问的方式进行调查。一是结合有关鸟类图鉴向村民和基层林业工作人员以非诱导的方

式提问，然后调查人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访问记录的鸟类进行筛选，确定可能分布

的种类；另外，向有经验的猎人询问上述鸟类过去的情况和目前状况的有关信息，如活

动地点等。此外，调查访问当地居民，了解该地区的鸟类种类、数量、分布及其数量变

化情况，通过指认《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的鸟类图片，记录了体形较大、特征较明显

的群众易分辨种类。

历史资料搜集：收集前人发表的项目区域及附近的有关鸟类文献资料，并结合《云

南鸟类志》上所记载的该区域鸟类资料。

（3）爬行类调查方法

文献查阅：调查工作开展之前，查阅《中国动物志 爬行纲》（第一卷、第二卷和

第三卷）（赵尔宓等，1988，1999；张孟闻等，1998）、《中国蛇类》（上下）（赵尔

宓，2006）、《中国爬行动物图鉴》（季明达，温世生，2002）等文献和资料，分析项

目评价区爬行类动物分布的情况。重点查阅专家学者曾在本地区进行调查的“历史文

献”，整理确定项目评价区爬行动物种类。

野外实地考察：常规路线调查法：以每小时大约 2～3km 的速度在评价区不同生境

中步行，沿途进行观察。

观察站点统计法：以线路为中轴，结合生境情况在不同路段设立观察点，依据遇见

率（如蛇类和蜥蜴类）、随机采集状况等来确定不同物种在该观察点的相关信息。

访问访谈调查：在初步了解项目评价区可能分布的爬行类后，在农户家、农户劳作

现场等地，采取“非诱导式访谈法”对当地乡民就评价区及邻近地区的爬行类资源进行

访谈，向林业部门熟知情况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并出示图片请被访者指认，了解调查

爬行类以及变化情况。

（4）两栖类调查方法

文献查阅：调查工作开展之前，查阅《中国动物志 两栖纲》（上卷、中卷和下卷）

（费梁等，2006，2009a，2009b）、《中国两栖动物检索及图解》（费梁等，2005）、

《中国两栖动物图鉴》（费梁，1999）等文献和资料，分析项目评价区两栖类动物分布

的情况。重点查阅专家学者曾在本地区进行调查的“历史文献”，整理确定项目评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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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动物种类。

野外实地考察：常规路线调查法：沿沟渠、溪流、河道等周边以每小时大约 2～3km

的速度在评价区不同生境中步行，沿途进行观察。一些在夜间活动的种类，其调查主要

在夜间的溪流或田间进行，需要照明寻找并观测记录。观察站点统计法：以线路为中轴，

结合生境情况在不同路段设立观察点，依据动物鸣叫声（如蛙类）、遇见率、随机采集

状况等来确定不同物种在该观察点的相关信息。

访问访谈调查：在初步了解项目评价区可能分布的两栖类后，在农户家、农户劳作

现场等地，采取“非诱导式访谈法”对当地乡民就评价区及邻近地区的两栖类资源进行

访谈，向林业部门熟知情况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并出示图片请被访者指认，了解调查

两栖类以及变化情况。

（5）鱼类

工程沿线主要跨越勐哈河、热水河等罗梭江的小型支流，工程无涉水施工。鱼类以

访问调查和文献记录为主。

本次动物野外考察共进行了 5条动物调查样线，其中样线 1和样线 2为 12月冬季，

样线 3、样线 4和样线 5为春季，野生动物的调查涉及动物的越冬期和繁殖期。

表 3-4 动物调查样线一览表

样线

编号

经纬度 海拔（m） 样线长度

（km）
生境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YX01 101.23011914
21.90958820

101.24038568
21.91937378 664 569 2.45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经济

林、农田、小型河沟、村庄

YX02 101.21357626
21.92164327

101.22743859
21.92675127 576 555 1.84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经济

林、农田、水塘、村庄

YX03 101.21756339
21.96672839

101.20380762
21.96755536 751 686 2.08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人工

林、农田、小型河沟、村庄

YX04 101.18346070
21.98421479

101.19503887
21.98447804 1127 1002 1.52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经济

林、农田、小型河沟、村庄

YX05 101.18558753
22.00418612

101.19116180
22.00460545 1165 1212 1.33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经济

林、农田、小型河沟、村庄

（5）生态敏感区现状调查

①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现状调查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

（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

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经套合景洪市和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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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线”划定成果，该项目塔基用地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部分线路

跨越生态保护红线，线路采用高空架设。

因项目起终点制约，并受生态保护红线分布、线路线性工程和地形地质条件的限制，

项目 N8-N9、N33-N34、N34-N35、N36-N37之间的输电线路合计 397m跨越生态红线，

所跨越生态保护红线为南部边境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为生物多

样性维护。四处导线跨越生态红线处，生态保护红线均位于箐沟内，而两侧的塔基则在

两侧山体的高地，下导线对跨越的生态红线高度均超过 50m。本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位

置关系见附图 9。

②项目涉及基本农田区域现状调查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

（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

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经套合景洪市和勐

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线”划定成果，该项目塔基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部分线路

跨越基本农田，线路采用高空架设。本项目与永久基本农田位置关系见附图 8。

3.2 现状调查结果与评价

3.2.1 植被调查结果与评价

项目位于滇南，评价区海拔范围在 560～1230m，根据《云南植被》，评价区属于：

I热带季雨林、雨林区域→IA 西部（偏干性）季雨林、雨林亚区域→IAi季风热带北缘

季节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地带→IAi-1滇南、滇西南山间盆地季节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区

→IAi-1a西双版纳南部山中盆地大药树、龙果、白榄林、高山榕、麻楝林亚区，评价区

地带性植被大部分为热带雨林和季雨林。

受长期经济林垦植等人为活动影响，评价区绝大多数区域的植被为橡胶林和其他经

济林，极少量片段化的季雨林、常绿阔叶林（雨林、季雨林强烈干扰后自然恢复形成的

次生林）、热性稀树灌草丛，分布于工程沿线山谷陡峭处、路边、江河边；评价区北部

海拔 1000m以上山体则分布有季风常绿阔叶林（洛科大寨西部山顶区域），但表现出很

大程度的次生性，呈小斑块状分布在橡胶林和其他经济作物林中，1000m以下区域的自

然植被，则主要为山谷底部残存的季雨林和路边、林缘等热性稀树灌草丛片段。人工植

被主要为橡胶林，以及其他少量农地和果园。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23

3.2.1.1 植被分类系统

根据《云南植被》的分类系统和野外实地考察，评价区的自然植被共分为 3个植被

型，3个植被亚型，4个群系和 5个群丛（群落）；人工植被有 2个类型 4类。分类系

统如下：

表 3-5 项目评价区植被分类系统
起源 植被型 植被亚型 群系 群丛

自然

I. 季雨林 （I）半常绿季雨林 一、麻楝、高山榕林 1. 麻楝、高山榕群落

II. 常绿阔

叶林
（II）季风常绿阔叶林 二、木荷、锥类林

2. 红木荷、棱刺锥群落

3. 红木荷、印度锥群落

III. 稀树灌

木草丛

（III）热性稀树

灌木草丛

三、含黄牛木、毛银柴的

四、高草草丛

4. 黄牛木、飞机草、类芦

群落

四、含羊蹄甲的中草草丛 5.白花羊蹄甲、刚莠竹群落

人工

I. 人工林 一、经济林
1. 橡胶林

2. 其他经济作物园

II. 耕地
二、旱地 3. 玉米等

三、水田 4. 水稻等

3.2.1.2 植被分布规律

（1）水平地带性分布规律

根据云南植被区划，评价区地处：I热带季雨林、雨林区域→IA 西部（偏干性）季

雨林、雨林亚区域→IAi季风热带北缘季节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地带→IAi-1滇南、滇西

南山间盆地季节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区→IAi-1a西双版纳南部山中盆地大药树、龙果、白

榄林、高山榕、麻楝林亚区，评价区地带性植被大部分为热带雨林和季雨林，但现今这

些植被已经几乎完全不复存在。

评价区位于西双版纳州中东部腹地区域，农耕和橡胶种植开发历史悠久，人为活动

强烈，区内无原始雨林、季雨林片段分布，极少量森林质量相对较好的季雨林片段，位

于送出线路 N5~N7西侧、N8~N9东北侧、N10~N17东北侧（评价区外）；N20~N22、

N33~N35段的植被类型，则以历史上的雨林、季雨林破坏后形成的热性稀树灌木草丛、

常绿阔叶林片段为主，海拔 1000m以上山顶区域，N2~N3段有作为村寨（洛科大寨）

龙山林的较小斑块的天然次生林存在，线路穿越区域大多数为橡胶林。

（2）植被垂直分布特征

评价区为间山盆地和河谷地貌，海拔相差不大（560～1230m），因橡胶林的种植，

导致植被的垂直分布不明显（橡胶林种植海拔上限约 1200m），在海拔低于 1000m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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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较大的山谷地段分布有小面积的季雨林和热性稀树灌草丛片段，1000m以上，有少

量残存的季风常绿阔叶林斑块，评价区 560～1100m之间的平坦区域则几乎全为橡胶林

和其他经济作物园所代替。

（3）植被演替的特征

评价区内人为活动强烈，稍平坦的河谷阶地或台地上多已被人工橡胶林代替。强烈

的人为活动破坏了大量的天然植被。虽然评价区内的地带性植被为雨林和季雨林，但评

价区域仅偶见局部有小块的次生状态的季雨林（Z1~Z2东南侧）和常绿阔叶林（N2~N3

穿越区域、N22~N23穿越区域、N33~N35穿越区域）。自从上世纪中期引进橡胶以来，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橡胶林的面积逐步增加，现虽然规模已基本稳定，但是已经几乎

完全取代了热带森林，成为评价区内的主要植被类型。

评价区处于不同阶段的次生植被，其演替特征与干扰方式密切相关。一般在人为干

扰后形成飞机草和一些草质藤蔓为主的高草群落，反复开垦及周期性火烧，在阳坡山地

则形成粽叶芦、飞机草、类芦、菅等杂类草草地，阴坡及沟谷则形成小果野蕉群落，而

在 1000m左右山地形成杂类灌草为优势的植被。这些稀树灌木草丛、热性竹丛后续将依

其所在区域的小地形情况，演替为雨林、季雨林和常绿阔叶林。

3.2.1.3 植被分布现状

（1）自然植被现状

评价区的自然植被面积 3.79km2，占评价区面积的 18.22%。在各类自然植被中，面

积最大的常绿阔叶林，有 1.97km2，占评价区面积的 0.95 %；其次是季雨林，面积 1.16km2，

占评价区面积的 0.56%；最后是热性稀释灌木草丛，面积 0.18km2，占评价区面积的

0.09%。各类植被在线路沿线的分布及面积见下表 3-6。

（2）人工植被现状

评价区的人工植被面积 15.28km2，占评价区面积的 73.46%，主要是人工林和园地。

人工林主要是橡胶林、其他经济作物园、桉树、竹林、柚木林等，面积 14.44m2，占评

价区面积的 69.42%，是评价区面积最大的人工植被，广泛分布于评价区内。耕地面积

1.32km2，占评价区面积的 6.35%，少量旱地主要是种玉米和蔬菜，多分布于村庄附近分

布。各类人工植被在线路沿线的分布及面积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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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评价植被分布状况以及面积一览表

起源 植被型
植被亚

型
群系（群落） 分布路段

面积

（km
2
)

面积

（%）

自然

植被

季雨林
半常绿

季雨林
麻楝、高山榕群落

N5~N7 西侧、N8~N9 东

北侧、N10~N17 东北侧
1.16 0.56

常绿

阔叶林

季风常

绿阔叶

林

红锥、棱刺锥群落 N2~N3

1.97 0.95
红木荷、印度锥群落 N20~N22、N33~N35

稀树灌

木草丛

热性稀

树灌木

草丛

黄牛木、飞机草、类芦

群落和白花羊蹄甲、刚

莠竹群落

广泛线状、带状分布于

道路、江河边林缘区域
0.18 0.09

小计 3.79 18.22

人工

植被

人工林

经济林

橡胶林

广泛分布于评价区

N4~N23、N24~N29、

N32~N43 沿线，海拔

1100m 以下区域

11.1 53.37

其他经济作物园
斑块状广泛分布于评

价区靠近村寨区域
2.46 11.83

用材林 桉树、竹林、柚木林
斑块状广泛分布于评

价区靠近村寨区域
0.88 4.23

耕地
旱地 0.17 0.82
水田 1.15 5.53

小计 15.28 73.46
非植被 全线 1.73 8.32

总计 20.8 100
图 3-1 现场植被照片一览

N2~N3线路穿越区域季风林内部情况 N5东侧橡胶林中季雨林片段

线路 N21前后穿越区域的常绿阔叶林片段（近）

和橡胶林（远）

线路 N34附近穿越的常绿阔叶林片段（近）和橡

胶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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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N17附近穿越的热性稀树灌草丛
线路 N16~N17之间穿越山谷内的季雨林片段（巴

卡小寨北部）

3.2.1.4主要植被类型特征

自然植被

Ⅰ. 季雨林

1. 半常绿季雨林

（1）麻楝、高山榕群落

在人为长期的干扰下，评价区原始季雨林植被未见，只有星散的植被片段和残留大

树，片段主要分布于线路 N5~N7西侧、N8~N9东北侧、N10~N17东北侧。本群系的群

落高度一般不超过 25.0m，上层大树树冠较宽大，呈伞形、圆球形。当前，这些群落的

乔木层种类较多但大乔木数量稀少，群落分层也较明显而简单。乔木只分两层，林下有

茂密的乔木幼树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并具有上下（乔木上层和灌草层）密，中间（乔

木二层）稀疏的特点。

群落乔木层高约 25m，胸径在 15.0cm～28.5cm之间，盖度在 70%～85%之间，分

层现象不明显；数量较多的树种有麻楝 Chukrasia tabularis和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其

他树种还有羽叶白头树 Garuga pinnata、八宝树 Duabanga grandiflora、浆果乌桕 Balakata

baccata、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红椿 Toona ciliata、秋枫 Bischofia javanica、云树

Garcinia cowa、阔叶蒲桃 Syzygium megacarpum、橄榄 Canarium album、云南瘿椒树

Tapiscia yunnanensis、斯里兰卡天料木 Homalium ceylanicum、红木荷 Schima wallichii、

思茅黄肉楠 Actinodaphne henryi、云南黄杞 Engelhardia spicata、火烧花 Mayodendron

igneum、黄杞Engelhardia roxburghiana、毛瓣无患子Sapindus rarak、滇南杜英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奶桑 Morus macroura、翅果麻 Kydia calycina等。

灌木层高在 5m以下，一般高约 3m，盖度在 40%～50%之间；主要物种有毛八角枫

Alangium kurzii、大果山香圆 Turpinia pomifera、钝叶桂 Cinnamomum bejolghota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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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种还有滇南山矾 Symplocos hookeri、滇南红厚壳 Calophyllum polyanthum、红光树

Knema tenuinervia、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野楤头 Aralia armata、猪肚

木 Canthium horridum、假黄皮 Clausena excavata、当归藤 Embelia parviflora、香面叶

Iteadaphne caudata、包疮叶 Maesa indica、单叶蜜茱萸 Melicope viticina、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刺通草 Trevesia palmata、白楸 Mallotus paniculatus、棒果榕 Ficus subincisa、

单羽火筒树 Leea asiatica、披针叶楠 Phoebe lanceolata、齿叶黄皮 Clausena dunniana、

密脉鹅掌柴 Schefflera elliptica、南方紫金牛 Ardisia thyrsiflora、木奶果 Baccaurea

ramiflora、一担柴 Colona floribunda、白毛算盘子 Glochidion arborescens、木锥花

Gomphostemma arbusculum等。

草本层一般高在 1m 以下，盖度在 20%～40%之间；常见物种有大羽新月蕨

Pronephrium nudatum、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海芋 Alocasia odora、阔叶鳞盖蕨

Microlepia platyphylla、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棕鳞铁角蕨 Asplenium yoshinagae、

假毛蕨 Pseudocyclosorus tylodes、裂叶秋海棠 Begonia palmata、滇线蕨 Leptochilus

ellipticus var. pentaphyllus、光亮瘤蕨 Phymatosorus cuspidatus、高秆珍珠茅 Scleria

terrestris、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云南山壳骨 Pseuderanthemum crenulatum、滇

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粗喙秋海棠 Begonia longifolia、越南万年青 Aglaonema

simplex、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似薄唇蕨 Leptochilus decurrens、薄叶牙蕨 Pteridrys

cnemidaria、尖舌苣苔 Rhynchoglossum obliquum、美观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speciosa、

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华山姜 Alpinia oblongifolia、铜锤玉带草 Lobelia

nummularia、蜂斗草 Sonerila cantonensis、云南草蔻 Alpinia blepharocalyx、蒙自凤仙花

Impatiens mengtszeana、浆果薹草 Carex baccans、舞花姜 Globba racemosa、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下延叉蕨 Tectaria decurrens、滇南狗脊 Woodwardia magnifica等。

层间植物以藤本植物为主，少见附生植物；常见物种有阔叶风车子 Combretum

latifolium、榼藤 Entada phaseoloides、簕茜 Benkara sinensis、穿鞘菝葜 Smilax perfoliata、

十字崖爬藤 Tetrastigma cruciatum、崖姜 Aglaomorpha coronans、密花石豆兰 Bulbophyllum

odoratissimum、美柱兰 Callostylis rigida、钻柱兰 Pelatantheria rivesii、星蕨 Microsorum

punctatum、长叶隔距兰 Cleisostoma fuerstenbergianu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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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常绿阔叶林

2. 季风常绿阔叶林

（2）红锥、棱刺锥群落

此类植被主要分布于线路 N2~N3 穿越区域。乔木层高 13m～15m，胸径在 5～20cm之

间，最大可达 25cm左右，盖度约 75%，以红木荷 Schima wallichii和棱刺锥 Castanopsis

clarkei 为优势种，伴生有茶梨 Anneslea fragrans、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中平树

Macaranga denticulata、香合欢 Albizia odoratissima、翅果麻 Kydia calycina、合果木

Michelia baillonii、披针叶楠 Phoebe lanceolata、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短刺锥

Castanopsis echinocarpa、短序厚壳桂 Cryptocarya brachythyrsa、野柿 Diospyros kaki var.

silvestris、滇新樟 Neocinnamomum caudatum、细毛润楠 Machilus tenuipilis、深绿山龙眼

Helicia nilagirica、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泥椎柯 Lithocarpus fenestratus、云南黄杞

Engelhardia spicata 、 云 南 银 柴 Aporosa yunnanensis 、 假 樱 叶 杜 英 Elaeocarpus

prunifolioides、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滇南杜英 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南亚泡花树 Meliosma arnottiana、滇南木姜子 Litsea martabanica、多

花含笑 Michelia floribunda等。

灌木层物种较丰富，层盖度 30%～40%，常见物种有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大

果刺篱木Flacourtia ramontchi、浆果楝Cipadessa baccifera、网脉山龙眼Helicia reticulata、

包疮叶 Maesa indica、岗柃 Eurya groffii、大叶鼠刺 Itea macrophylla、毛杜茎山 Maesa

permollis、 思 茅 崖 豆 Millettia leptobotrya、 海 南 草 珊 瑚 Sarcandra glabra subsp.

brachystachys、硬核 Scleropyrum wallichianum、猴耳环 Archidendron clypearia、小芸木

Micromelum integerrimum、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苹果榕 Ficus oligodon、

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假苹婆 Sterculia lanceolata、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波缘大

参 Macropanax undulatus、尾叶血桐 Macaranga kurzii、短柄苹婆 Sterculia brevissima、

滇南红厚壳 Calophyllum polyanthum、伞花冬青 Ilex godajam、密花树 Myrsine seguinii、

云南斑籽木 Baliospermum calycinum、白毛算盘子 Glochidion arborescens、北酸脚杆

Medinilla septentrionalis、越南巴豆 Croton kongensis等。

草本层盖度 10%～20%，高可达 2m，主要种类有滇南狗脊 Woodwardia magnifica、

傅氏凤尾蕨 Pteris fauriei、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毛轴蕨 Pteridium revolutum、渐尖楼梯草 Elatostema acuminatum、云南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henryi、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阔叶鳞盖蕨 Microlepia platyphylla、大叶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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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Curculigo capitulata、头花耳草 Hedyotis capitellata、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弯

花马蓝 Strobilanthes cyphantha、高秆珍珠茅 Scleria terrestris、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硬秆子草 Capillipedium assimile、小叶荩草 Arthraxon lancifolius、裂叶秋

海棠 Begonia palmata、铜锤玉带草 Lobelia nummularia、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齿

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间型沿阶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刺蕊草 Pogostemon glaber、异色黄芩 Scutellaria

discolor、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长蕊万寿

竹 Disporum longistylum、金腰箭 Synedrella nodiflora、舞花姜 Globba racemosa、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等。

藤本及附生植物有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地不容 Stephania epigaea、

绒兰 Dendrolirium tomentosum、鞘花 Macrosolen cochinchinensis、滇南省藤 Calamus

henryanus、绿独子藤 Celastrus virens、毛木通 Clematis buchananiana、象鼻藤 Dalbergia

mimosoides、大花胡颓子 Elaeagnus macrantha、间序油麻藤 Mucuna interrupta、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等。

（3）红木荷、棱刺锥群落

此类植被主要分布于线路 N20~N22、N33~N35 穿越，这类常绿阔叶林是热带雨林

遭到强烈干扰后，失去雨林标志性树种在山地阳坡区域形成的次生林。乔木层高 14m～

16m，胸径在 10～20cm之间，最大可达 30cm左右，盖度约 80%，以红木荷 Schima wallichii

和印度锥 Castanopsis indica为优势种，其他伴生树种还有披针叶楠 Phoebe lanceolata、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泡腺血桐 Macaranga pustulata、棱刺锥 Castanopsis clarkei、岭

罗麦 Tarennoidea wallichii、银叶锥 Castanopsis argyrophylla、茶梨 Anneslea fragrans、

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短刺锥 Castanopsis echinocarpa、浆果乌桕 Balakata baccata、

齿叶枇杷 Eriobotrya serrata、云南臀果木 Pygeum henryi、白花羊蹄甲 Bauhinia acuminata、

深绿山龙眼 Helicia nilagirica、劲直刺桐 Erythrina stricta、泥椎柯 Lithocarpus fenestratus、

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云南银柴 Aporosa yunnanensis、假樱叶杜英 Elaeocarpus

prunifolioides、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滇南杜英 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楹树 Albizia chinensis、四角蒲桃 Syzygium tetragonum、剑叶木姜子

Litsea lancifolia等。

灌木层物种较丰富，层盖度 30%～40%，主要有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密花树

Myrsine seguinii、浆果楝 Cipadessa baccifera、长梗三宝木 Trigonostemon thyrsoid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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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疮叶 Maesa indica、岗柃 Eurya groffii、小叶干花豆 Fordia microphylla、毛杜茎山 Maesa

permollis、南方紫金牛 Ardisia thyrsiflora、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椴叶

山麻杆 Alchornea tiliifolia、猴耳环 Archidendron clypearia、小芸木 Micromelum

integerrimum、黄牛木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e、毛八角枫 Alangium kurzii、红花木樨

榄 Olea rosea、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一担柴 Colona floribunda、波缘大参

Macropanax undulatus、尾叶血桐 Macaranga kurzii、华南吴萸 Tetradium austrosinense、

尖叶桂樱 Laurocerasus undulata、伞花冬青 Ilex godajam、岭罗麦 Tarennoidea wallichii、

云南斑籽木 Baliospermum calycinum、白毛算盘子 Glochidion arborescens、褐叶柄果木

Mischocarpus pentapetalus、钝叶黑面神 Breynia retusa等。

草本层一般高在 1m以下，盖度在 20%～40%之间；物种主要有滇南狗脊Woodwardia

magnifica、傅氏凤尾蕨 Pteris fauriei、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毛轴蕨 Pteridium revolutum、蛇根叶 Ophiorrhiziphyllon macrobotryum、云南

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henryi、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阔叶鳞盖蕨Microlepia platyphylla、

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头花耳草 Hedyotis capitellata、白接骨 Asystasia neesiana、

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阔叶鳞盖蕨 Microlepia platyphylla、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柊叶 Phrynium rheedei、刺蕊草 Pogostemon glaber、野靛棵 Justicia

patentiflora、铜锤玉带草 Lobelia nummularia、欧洲凤尾蕨 Pteris cretica、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间型沿阶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

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刺蕊草 Pogostemon glaber、异色黄芩 Scutellaria discolor、

锯叶合耳菊Synotis nagensium、野茼蒿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长蕊万寿竹Disporum

longistylum、间型沿阶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舞花姜 Globba racemosa、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等。

藤本及附生植物有大叶银背藤 Argyreia wallichii、光叶薯蓣 Dioscorea glabra、鸟舌

兰Ascocentrum ampullaceum、钩梗石豆兰Bulbophyllum nigrescens、离瓣寄生Helixanthera

parasitica、绿独子藤 Celastrus virens、象鼻藤 Dalbergia mimosoides、斜叶黄檀 Dalbergia

pinnata、厚果崖豆藤 Millettia pachycarpa、间序油麻藤 Mucuna interrupta、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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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稀树灌木草丛

3. 热性稀树灌木草丛

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广泛分布于道路两侧、林缘等处，是一类地带性植被遭到完全破

坏之后自然演替而来的次生植被，按照群落中优势物种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群

落。

（4）黄牛木、飞机草、类芦群落

乔木整体上盖度 10%以下，稀疏不成层。平均胸径 8cm，最粗也仅为 15cm。群落

主要以黄牛木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e、假柿木姜子 Litsea monopetala、秧青 Dalbergia

assamica、云南黄杞 Engelhardia spicata、枹丝锥 Castanopsis calathiformis、短刺锥

Castanopsis echinocarpa、中平树 Macaranga denticulata、茶梨 Anneslea fragrans、野菠

萝蜜 Artocarpus lakoocha、钝叶黄檀 Dalbergia obtusifolia、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等。

灌木层盖度约 50%，高度在 3m以下。常见的种类有水麻 Debregeasia orientalis、椴

叶山麻杆 Alchornea tiliifolia、钝叶黑面神 Breynia retusa、粗叶榕 Ficus hirta、香面叶

Iteadaphne caudata、假柿木姜子 Litsea monopetala、尖子木 Oxyspora paniculata、滇南

杜鹃 Rhododendron hancockii、序叶苎麻 Boehmeria clidemioides var. diffusa、猪肚木

Canthium horridum、朴叶扁担杆 Grewia celtidifolia、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红雾水

葛 Pouzolzia sanguinea、盐麸木 Rhus chinensis、浆果楝 Cipadessa baccifera、假黄皮

Clausena excavata、白饭树 Flueggea virosa、接骨草 Sambucus javanica、白檀 Symplocos

paniculata、刺蒴麻 Triumfetta rhomboidea、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地果 Ficus tikoua、

毛桐 Mallotus barbatus、假烟叶树 Solanum erianthum等。

草本层盖度 65%左右，高度在 1.8m 以下，组成种类相对丰富，常见的有飞机草

Chromolaena odorata、类芦 Neyraudia reynaudiana、菅 Themeda villosa、斑茅 Saccharum

arundinaceum、欧洲凤尾蕨 Pteris cretica、刚莠竹Microstegium ciliatum、浆果薹草 Carex

baccans、马缨丹 Lantana camara、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高秆珍珠茅 Scleria terrestris、豨莶 Sigesbeckia

orientalis、粽叶芦 Thysanolaena latifolia、两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藿香蓟 Ageratum

conyzoides、鬼针草 Bidens pilosa、硬秆子草 Capillipedium assimile、弓果黍 Cyrtococcum

patens、菊三七 Gynura japonica、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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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植物相对丰富，常见的有掌叶鱼黄草 Merremia vitifolia、毛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var. mollis、飞蛾藤 Dinetus racemosus、油渣果 Hodgsonia heteroclita、地不容

Stephania epigaea、山牵牛 Thunbergia grandiflora、巴豆藤 Craspedolobium unijugum、多

花瓜馥木 Fissistigma polyanthum、心叶青藤 Illigera cordata等。

（5）白花羊蹄甲、刚莠竹群落

该稀树灌木草丛类型大都分布在天然林林窗、橡胶地、茶地和村寨的道路周边，受

人为干扰严重。此类植被分布不连续，呈斑块状、带状零星分布状。

群落以白花羊蹄甲 Bauhinia acuminata、毛银柴 Aporosa villosa等乔木物种为标志性

树种，其他常见伴生物种有、白楸 Mallotus paniculatus、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山黄麻 Trema tomentosa、中平树 Macaranga

denticulata、南亚泡花树 Meliosma arnottiana、印度血桐 Macaranga indica等。乔木层盖

度整体在 10%以下，胸径通常在 15cm以下。

灌木层盖度约 75%，高度介于 0.35～4.5m之间，组成的其他种类还有圆果算盘子

Glochidion sphaerogynum、茶梨Anneslea fragrans、岗柃Eurya groffii、猴耳环Archidendron

clypearia、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尖子木 Oxyspora paniculata、猪肚木 Canthium

horridum、单叶蜜茱萸 Melicope viticina、南亚泡花树 Meliosma arnottiana、密花树 Myrsine

seguinii、云南木犀榄 Olea tsoongii、羽萼木 Colebrookea oppositifolia、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山香圆 Turpinia montana、斑鸠菊 Vernonia esculenta、

腺茉莉Clerodendrum colebrookianum、五瓣子楝树Decaspermum parviflorum、楹树 Albizia

chinensis、对叶榕 Ficus hispida、毛杜茎山 Maesa permollis、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棒果榕 Ficus subincisa、包疮叶 Maesa

indica、鳞斑荚蒾 Viburnum punctatum、红紫珠 Callicarpa rubella、米团花 Leucosceptrum

canum等。

草本层盖度约 55%，高度在 2.8m 以下，以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飞机草

Chromolaena odorata、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 为优势物种，其他常见物种还有豨莶

Sigesbeckia orientalis、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鳞花

草 Lepidagathis incurva、弓果黍 Cyrtococcum patens、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

浆果薹草 Carex baccans、欧洲凤尾蕨 Pteris venusta、粽叶芦 Thysanolaena latifolia、球

花马蓝 Strobilanthes dimorphotricha、十字薹草 Carex cruciata、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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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Globba racemosa、糯米团 Gonostegia hirta、六棱菊 Laggera alata、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毛姜花 Alpinia japonica、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锯叶

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闭鞘姜 Costus speciosus、钩毛草

Pseudechinolaena polystachya等。

层间植物仅有几种藤本植物，如大花虫豆 Cajanus grandiflorus、白花酸藤果 Embelia

ribes、红毛玉叶金花 Mussaenda hossei、鸡矢藤 Paederia foetida、密花葛 Pueraria

alopecuroides、葛麻姆 Pueraria montana var. lobata、宿苞豆 Shuteria involucrata、茅瓜

Solena heterophylla、土蜜藤 Bridelia stipularis、见血飞 Caesalpinia cucullata、古钩藤

Cryptolepis buchananii、象鼻藤 Dalbergia mimosoides等。

人工植被

VI. 人工经济林

5. 橡胶林

（7）橡胶树群落

在线路广泛分布于评价区 N4~N23、N24~N29、N32~N43沿线，海拔 1200m以下区

域广泛分布。乔木层一般高在 15～18m，胸径 10～25cm，层盖度约 80%，仅橡胶树 Hevea

brasiliensis一种。

灌木层种类丰富，层盖度 15%～40%，常见潺槁木姜子 Litsea glutinosa、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滇南山矾 Symplocos hookeri、假木荷 Craibiodendron stellatum、短

序越桔 Vaccinium brachybotrys、饿蚂蟥 Desmodium multiflorum、岗柃 Eurya groffii、粗

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猪肚木 Canthium horridum、茶梨 Anneslea

fragrans、三对节 Clerodendrum serratum、羽萼木 Colebrookea oppositifolia、对叶榕 Ficus

hispida、大叶千斤拔 Flemingia prostrata、密花树Myrsine seguinii、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

尖子木 Oxyspora paniculata、地桃花 Urena lobata、水红木 Viburnum cylindricum、五月

茶 Antidesma bunius、紫珠 Callicarpa bodinieri、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

棒果榕 Ficus subincisa、土连翘 Hymenodictyon flaccidum、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包疮叶 Maesa indica、尾叶木蓝 Indigofera caudata等。

草本层植物种类很多，但盖度不大，层盖度约 20%，高 1m 以下，主要有毛轴蕨

Pteridium revolutum、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斑鸠菊 Vernonia esculenta、疏叶蹄

盖蕨 Athyrium dissitifolium、弓果黍 Cyrtococcum patens、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金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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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lalia speciosa、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欧洲凤

尾蕨 Pteris cretica、破坏草 Ageratina adenophora、铁轴草 Teucrium quadrifarium、舞花

姜 Globba racemosa、小金梅草 Hypoxis aurea、线纹香茶菜 Isodon lophanthoides、沿阶

草 Ophiopogon bodinieri、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金腰箭 Synedrella nodiflora、闭鞘姜

Costus speciosus、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求米草 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宽唇

山姜 Alpinia platychilus、浆果薹草 Carex baccans、糯米团 Gonostegia hirta、江南山梗菜

Lobelia davidii、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筒瓣兰 Anthogonium gracile、十字薹草

Carex cruciata、蜂斗草 Sonerila cantonensis、光叶堇菜 Viola sumatrana、硬秆子草

Capillipedium assimile、斑叶唇柱苣苔 Chirita pumila等。

其他人工植被

当地有大面积集中分布的经济林，线路 N0~N4 区域有成规模种植玉米、香蕉、普

洱茶等作物，N6~N7之间山谷平坦处种植了水稻，N23~N24、N29~N31和 N40~N44间

栽种有柠檬、柚子、火龙果、青枣、绿化苗木等。

这些人工植被，在耕地中除了栽培作物外，主要为田间杂类草，可见诸如枹丝锥

Castanopsis calathiformis、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灰毛浆果楝 Cipadessa cinerascens、

野牡丹 Melastoma malabathricum、鸡嗉子榕 Ficus semicordata、苎麻 Boehmeria nivea var.

nivea、盐麸木 Rhus chinensis、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野漆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艾胶算盘子 Glochidion lanceolarium 等乔木幼树和灌木物种，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五节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粽叶芦 Thysanolaena latifolia、肿

柄菊 Tithonia diversifolia、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硬秆子草 Capillipedium

assimile等草本物种。

3.2.2 植被覆盖度情况

评价区种植有大面积橡胶林、澳洲坚果等经济林，导致评价区的植被覆盖度较高，

其中高植被覆盖度区间占比 75.7%。评价区的较高植被覆盖度区间占比为 19.2%，系季

风常绿阔叶林、半常绿季雨林其他果用经济林和稀树灌草丛等。因此根据遥感解译的植

被覆盖度空间分布情况与现场调查的植被情况基本一致。评价区植被覆盖度分布情况详

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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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评价区植被覆盖度分布情况

植被覆盖度 NDVI值 面积（km²） 占评价区面积比例（%）

低植被覆盖度区间 0%~20% 0.02 0.10

较低植被覆盖度区间 20%～20% 0.15 0.72

中植被覆盖度区间 40%～60% 0.89 4.28

较高植被覆盖度区间 60%～80% 3.99 19.20

高植被覆盖度区间 80%～100% 15.75 75.70

合计 20.8 100.00

3.2.3 植物种类及其区系构成

3.2.3.1植物种类组成

评价区记录到维管植物 891种，隶属于 150科、567 属。其中，蕨类植物 20科 49

属 86种；裸子植物 2 科 2属 2种；被子植物 128科 516属 803种。评价区野生维管束

植物科、属、种数量分别占云南省维管束植物总科数、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47.77%、21.93%

和 5.11%，占全国维管束植物总科数、总属数、总种数的 35.71%、16.48%和 2.85%。

本工程评价区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而人工林、园地和耕地所占比例非常大，自然植

被保存不多。但因评价区地处热带，残存的自然片段中物种非常丰富，就云南省横向比

较而言，在评价区面积仅 3.79km2，就有维管束植物 891种，本工程评价区植物物种资

源的丰富度仍处于很高水平。

表 3-8 评价区维管植物科属种数量统计表
分类群 科 属 种

维管束植物

蕨类植物 20 49 86

种子植物
裸子植物 2 2 2
被子植物 128 516 803

小计 130 518 805
总计 150 567 891

3.2.3.2种子植物属的区系组成

生态影响评价范围多数都位于热带中低海拔区域，评价范围的海拔约 560～1230m，

这些区域适生植物物种均为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的为主，故本生态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植物区系，仅能代表受该输电线路建设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植物类群的区系性质。另外，

该生态影响评价范围的面积整体也比较小，尚不足展示该区域大尺度上的植物区系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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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吴征镒（1991）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原则，将种子植物的 502

属（剔除赛葵属 Malvastrum、橡胶树属 Hevea、含羞草属 Mimosa、酸豆属 Tamarindus、

马利筋属 Asclepias、紫茎泽兰属 Ageratina、藿香蓟属 Ageratum、飞机草属 Chromolaena、

野茼蒿属 Crassocephalum、野茼蒿属 Crassocephalum、鳢肠属 Eclipta、牛膝菊属

Galinsoga、金腰箭属 Synedrella、肿柄菊属 Tithonia、马缨丹属 Lantana、地毯草属

Axonopus，共 16个外来归化植物属）划分为 13个类型和 15 个分布区亚型，与世界其

他区域植物区系联系广泛。如表 3-9。对各分布区类型分析如下：

表 3-9 评价区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表

代码 分布区类型 属数 比例%

1 世界分布 20 ——
2 泛热带分布 114 23.65
2-1 热带亚洲，澳大拉西亚（至新西兰）和中至南美洲间断 4 0.83
2-2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至南美洲间断 18 3.73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5 1.04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61 12.66
4-1 热带亚洲，非洲（或东非，马达加斯加）和大洋洲间断 3 0.62
5 热带亚洲和热带大洋洲分布 68 14.11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31 6.43
6-1 热带亚洲和华南、华西南、印度间断 1 0.21
6-2 热带亚洲和东非或马达加斯加间断 2 0.41

7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87 18.05

7-1 爪哇(或苏门答腊)，喜马拉雅至华南，西南间断或星散 5 1.04

7-2 热带印度至华南(特别滇南) 6 1.24

7-3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 4 0.83

7-4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5 1.04
热带性质起源的属合计 414 85.89

8 北温带分布 11 2.28

8-3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泛温带) 14 2.90

9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12 2.49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2 0.41

10-1 地中海，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 1 0.21

11 温带亚洲分布 3 0.62

12-2 地中海至中亚和墨西哥至南美洲间断 1 0.21

12-3 地中海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 1 0.21

14 东亚分布(东喜马拉雅—日本) 10 2.07

14-SH 中国—喜马拉雅 9 1.87

14-SJ 中国—日本 1 0.21

15 中国特有 3 0.62
温带性质起源的属合计 68 14.11
非世界广布属合计 482 100.00

合计 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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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大干坝－亮塘送电线路生态影响评价范围内，除世界广布的 21属外，剩余 482

属共计有热带性质的属（属的分布区类型 2~7及其分布亚型）414属，占非世界广布属

数的 85.89%；温带性质的属（属的分布区类型 8~15及其分布亚型）68属，占非世界广

布属数的 14.11%，二者之比为 6.09:1，说明该地的植物区系在属级水平上具有强烈的热

带性质起源，这与生态影响评价范围地处低纬度热带北缘的气候息息相关。

生态影响评价范围内，共有 3个中国特有分布属，即巴豆藤属 Craspedolobium、大

节竹属 Indosasa、瘿椒树属 Tapiscia，对应物种为巴豆藤 Craspedolobium unijugum、中

华大节竹 Indosasa sinica和云南瘿椒树 Tapiscia yunnanensis。

3.2.4保护植物及古树名录

3.2.4.1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据评价区现场调查，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年 9月 7日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2021年第 15号）；国务院 2021年 8月 7日批准），发

现评价区分布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2 种，即：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

中华桫椤 Alsophila costularis、大叶木兰 Lirianthe henryi、合果木 Michelia baillonii、大

叶风吹楠 Horsfieldia kingii、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勐仑翅子树 Pterospermum

menglunense、奶桑 Morus macroura、红椿 Toona ciliata、硬叶兰 Cymbidium mannii、束

花石斛 Dendrobium chrysanthum、鼓槌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分布地坐标、株

数和是否被工程建设直接影响见表 3-10。

表 3-10 评价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概况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株数 地点 位置 占用

1 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 5 21°59'11.90"/101°11'31.52"; N8西南侧 220m
否

22° 0'23.52"/101°11'25.68" N2南侧 100m
2 中华桫椤 Alsophila costularis 4 21°59'16.90"/101°11'34.24" N7南侧 220m 否

3 大叶木兰 Lirianthe henryi 3 21°59'24.12"/101°11'40.80" N7东侧 240m 否

4 合果木 Michelia baillonii 1 22° 0'25.71"/101°11'29.44" N3北侧 70m 否

5 大叶风吹楠 Horsfieldia kingii 1 21°54'50.63"/101°14'18.68" N37东北侧 210m 否

6 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 3 21°54'55.38"/101°14'15.36" N37北侧 310m
否

21°59'47.64"/101°11'33.15" N6 西侧 230m
7 勐仑翅子树 Pterospermum menglunense 1 21°59'11.91"/101°11'57.89" N8东南侧 510m 否

8 奶桑 Morus macroura 2 21°59'10.65"/101°11'55.72" N8东南侧 505m 否

9 红椿 Toona ciliata 5 21°54'50.44"/101°14'13.95" N37北侧 160m
否

21°58'18.40"/101°12'47.75" N17西北侧 320m
10 硬叶兰 Cymbidium mannii 3 21°59'11.90"/101°11'31.52" N8东南侧 61m 否

11 束花石斛 Dendrobium chrysanthum 2 21°58'15.21"/101°12'49.95" N17西北侧 220m 否

12 鼓槌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 2 21°57'14.73"/101°13'40.77" N22北侧 320m 否

1 见血封喉 Antiaris toxicaria 1 21°59'12.85"/101°11'59.84" N8东侧 660m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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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 中华桫椤 Alsophila costularis

大叶木兰 Lirianthe henryi 合果木 Michelia baillonii

大叶风吹楠 Horsfieldia kingii 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

勐仑翅子树 Pterospermum menglunense 奶桑 Morus macro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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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椿 Toona ciliata 硬叶兰 Cymbidium mannii

束花石斛 Dendrobium chrysanthum 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
图 3-2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现场照片

3.2.4.2 省级重点保护物种

根据《云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公告 2023年 11号），发现评价区分布有云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种，即：见血封喉

Antiaris toxicaria，其分布地坐标、株数和是否被工程建设直接影响见表 3-11。

表 3-11 评价区分布的云南省重点保护植物概况

序号 科名 中文名 拉丁名
株数

占

用
坐标 N/E ° 与公路位置关系

1 桑科 见血封喉 Antiaris toxicaria 1 否 21°59'12.85"/101°11'59.84" Z13东北侧 380m

见血封喉 Antiaris toxicaria
图 3-3 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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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 极小种群

对照国家和云南省极小种群植物名录，评价区未调查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分布。

3.2.4.4 受威植物胁物种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年），评价区中的 891种维

管束植物中，共有 825种经过了物种种群濒危程度评估，其中濒危（EN）13种，易危

（VU）23种，近危（NT）33种，无危（LC）733种，缺乏数据（DD）23种，未评估

66种，受威胁物种（EN、VU）共 36种，见表 3-12。

表 3-12 评价区受威胁维管束植物名录

序号 中文科名 中文名 拉丁名 占用 红色名录

1 木兰科 大叶木兰 Lirianthe henryi 否 濒危 EN

2 木兰科 合果木 Michelia baillonii 否 濒危 EN

3 肉豆蔻科 大叶风吹楠 Horsfieldia kingii 否 濒危 EN

4 梧桐科 勐仑翅子树 Pterospermum menglunense 否 濒危 EN

5 番荔枝科 云南野独活 Miliusa tenuistipitata 否 濒危 EN

6 梧桐科 短柄苹婆 Sterculia brevissima 否 濒危 EN

7 蝶形花科 秧青 Dalbergia assamica 否 濒危 EN

8 蝶形花科 钝叶黄檀 Dalbergia obtusifolia 否 濒危 EN

9 蝶形花科 思茅崖豆 Millettia leptobotrya 少量个体 濒危 EN

10 桑科 猴子瘿袋 Artocarpus pithecogallus 否 濒危 EN

11 卫矛科 绿独子藤 Celastrus virens 少量个体 濒危 EN

12 薯蓣科 褐苞薯蓣 Dioscorea persimilis 少量个体 濒危 EN

13 兰科 鸟舌兰 Ascocentrum ampullaceum 否 濒危 EN

14 兰科 束花石斛 Dendrobium chrysanthum 否 易危 VU

15 兰科 鼓槌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 否 易危 VU

16 蹄盖蕨科 拟鳞毛安蕨 Anisocampium cuspidatum 少量个体 易危 VU

17 番荔枝科 云南银钩花 Mitrephora wangii 否 易危 VU

18 樟科 短序厚壳桂 Cryptocarya brachythyrsa 否 易危 VU

19 千屈菜科 云南紫薇 Lagerstroemia intermedia 否 易危 VU

20 山龙眼科 深绿山龙眼 Helicia nilagirica 否 易危 VU

21 大风子科 斯里兰卡天料木 Homalium ceylanicum 否 易危 VU

22 猕猴桃科 朱毛水东哥 Saurauia miniata 否 易危 VU

23 玉蕊科 梭果玉蕊 Barringtonia fusicarpa 否 易危 VU

24 杜英科 滇南杜英 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 否 易危 VU

25 含羞草科 碟腺棋子豆 Archidendron kerrii 否 易危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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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蝶形花科 多体蕊黄檀 Dalbergia polyadelpha 否 易危 VU

27 蝶形花科 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否 易危 VU

28 桑科 野菠萝蜜 Artocarpus lakoocha 否 易危 VU

29 马鞭草科 云南石梓 Gmelina arborea 否 易危 VU

30 姜科 毛姜花 Hedychium villosum 少量个体 易危 VU

31 百合科 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 否 易危 VU

32 百合科 滇黄精 Polygonatum kingianum 否 易危 VU

33 薯蓣科 光叶薯蓣 Dioscorea glabra 否 易危 VU

34 兰科 聚株石豆兰 Bulbophyllum sutepense 否 易危 VU

35 兰科 绒兰 Dendrolirium tomentosum 否 易危 VU

36 兰科 钻柱兰 Pelatantheria rivesii 否 易危 VU

3.2.4.5 特有物种

评价区分布中国特有物种 73种，其中云南特有植物 30种。蕨类植物 4种，被子植

物 69种。见表 3-13。

表 3-13 评价区特有维管束植物
序号 中文科名 中文名 拉丁名 占用 特有

1 鳞毛蕨科 离轴鳞毛蕨 Dryopteris christensenae 少量个体 云南特有

2 五味子科 滇五味子 Schisandra henryi subsp. yunnanensis 否 云南特有

3 樟科 李榄琼楠 Beilschmiedia linocieroides 否 云南特有

4 樟科 细毛樟 Cinnamomum tenuipile 否 云南特有

5 樟科 短序厚壳桂 Cryptocarya brachythyrsa 否 云南特有

6 樟科 细毛润楠 Machilus tenuipilis 否 云南特有

7 樟科 小花楠 Phoebe minutiflora 否 云南特有

8 樟科 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 否 云南特有

9 胡椒科 黄花胡椒 Piper flaviflorum 少量个体 云南特有

10 胡椒科 毛叶胡椒 Piper puberulilimbum 否 云南特有

11 凤仙花科 蒙自凤仙花 Impatiens mengtszeana 否 云南特有

12 山龙眼科 假山龙眼 Heliciopsis henryi 否 云南特有

13 玉蕊科 梭果玉蕊 Barringtonia fusicarpa 否 云南特有

14 杜英科 滇南杜英 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 否 云南特有

15 杜英科 假樱叶杜英 Elaeocarpus prunifolioides 否 云南特有

16 蔷薇科 云南臀果木 Pygeum henryi 少量个体 云南特有

17 壳斗科 勐海柯 Lithocarpus fohaiensis 否 云南特有

18 桑科 猴子瘿袋 Artocarpus pithecogallus 否 云南特有

19 卫矛科 绿独子藤 Celastrus virens 少量个体 云南特有

20 杜鹃花科 圆叶珍珠花 Lyonia doyonensis 否 云南特有

21 茜草科 多毛玉叶金花 Mussaenda mollissima 少量个体 云南特有

22 茜草科 长花腺萼木 Mycetia longiflora 否 云南特有

23 马鞭草科 思茅豆腐柴 Premna szemaoensis 否 云南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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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唇形科 大黄药 Elsholtzia penduliflora 否 云南特有

25 唇形科 木锥花 Gomphostemma arbusculum 否 云南特有

26 姜科 宽唇山姜 Alpinia platychilus 否 云南特有

27 姜科 黄斑姜 Zingiber flavomaculosum 否 云南特有

28 百合科 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 否 云南特有

29 兰科 大花钗子股 Luisia magniflora 否 云南特有

30 禾本科 野龙竹 Dendrocalamus semiscandens 否 云南特有

31 蹄盖蕨科 狭翅双盖蕨 Diplazium alatum 否 中国特有

32 水龙骨科 大瓦韦 Lepisorus macrosphaerus 否 中国特有

33 水龙骨科 滇线蕨 Leptochilus ellipticus var. pentaphyllus 否 中国特有

34 八角科 小花八角 Illicium micranthum 否 中国特有

35 番荔枝科 毛叶藤春 Alphonsea mollis 否 中国特有

36 番荔枝科 云南野独活 Miliusa tenuistipitata 否 中国特有

37 防己科 地不容 Stephania epigaea 否 中国特有

38 山龙眼科 网脉山龙眼 Helicia reticulata 否 中国特有

39 猕猴桃科 朱毛水东哥 Saurauia miniata 否 中国特有

40 锦葵科 拔毒散 Sida szechuensis 少量个体 中国特有

41 蔷薇科 云南栘枍 Docynia delavayi 否 中国特有

42 蝶形花科 绒毛叶杭子梢 Campylotropis pinetorum subsp. velutina 少量个体 中国特有

43 蝶形花科 象鼻藤 Dalbergia mimosoides 否 中国特有

44 蝶形花科 钝叶黄檀 Dalbergia obtusifolia 否 中国特有

45 蝶形花科 小叶干花豆 Fordia microphylla 否 中国特有

46 蝶形花科 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少量个体 中国特有

47 黄杨科 野扇花 Sarcococca ruscifolia 否 中国特有

48 壳斗科 毛叶青冈 Cyclobalanopsis kerrii 否 中国特有

49 榆科 柔毛糙叶树 Aphananthe aspera var. pubescens 否 中国特有

50 桑科 珍珠莲 Ficus sarmentosa var. henryi 否 中国特有

51 卫矛科 大芽南蛇藤 Celastrus gemmatus 否 中国特有

52 卫矛科 云南翅子藤 Loeseneriella yunnanensis 否 中国特有

53 鼠李科 毛叶鼠李 Rhamnus henryi 否 中国特有

54 胡颓子科 大花胡颓子 Elaeagnus macrantha 否 中国特有

55 葡萄科 蒙自崖爬藤 Tetrastigma henryi 否 中国特有

56 葡萄科 菱叶崖爬藤 Tetrastigma triphyllum 否 中国特有

57 苦木科 常绿臭椿 Ailanthus fordii 否 中国特有

58 瘿椒树科 云南瘿椒树 Tapiscia yunnanensis 否 中国特有

59 杜鹃花科 滇南杜鹃 Rhododendron hancockii 否 中国特有

60 杜鹃花科 短序越桔 Vaccinium brachybotrys 少量个体 中国特有

61 柿树科 野柿 Diospyros kaki var. silvestris 否 中国特有

62 紫金牛科 小乔木紫金牛 Ardisia garrettii 否 中国特有

63 山矾科 沟槽山矾 Symplocos sulcata 否 中国特有

64 萝藦科 凸脉球兰 Hoya nervosa 否 中国特有

65 茜草科 西南粗叶木 Lasianthus henryi 否 中国特有

66 茜草科 攀茎钩藤 Uncaria scandens 否 中国特有

67 菊科 斑鸠菊 Vernonia esculenta 少量个体 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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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紫葳科 小萼菜豆树 Radermachera microcalyx 否 中国特有

69 爵床科 弯花马蓝 Strobilanthes cyphantha 否 中国特有

70 鸭跖草科 孔药花 Porandra ramosa 否 中国特有

71 姜科 长柄山姜 Alpinia kwangsiensis 否 中国特有

72 百合科 长蕊万寿竹 Disporum longistylum 否 中国特有

73 禾本科 中华大节竹 Indosasa sinica 少量个体 中国特有

3.2.4.6 古树名木

按照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文件（全绿字〔2001〕15号）对古树名木的界定，

古树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指在历史上或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外历代名人、

领袖人物所植或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古树名木的分级

及标准：古树分为国家 I、II、III 级，国家 I级古树树龄 500年以上，国家Ⅱ级古树 300

—499年，国家 III级古树 100—299年。国家级名木不受年龄限制，不分级。

根据云南省林业厅颁布的《云南省古树名木》所列，评价区范围内，没有发现 1株

高山榕古树，胸径 1.4m，树高约 25m，属于国家 III 级古树。分布点地理坐标为 21° 59'

11.31" N , 101° 11' 31.11" E，位于 N8塔基的西南侧 229m处。

表 3-14 评价区古树一览表

古树名称 坐标 株数
胸径

（cm）

高度

（m）
与本项目位置关系

是否

占用

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

21° 59' 11.31" N ,
101° 11' 31.11" E 1 140 25 N8西南侧 229m 否

3.3 生态系统现状评价

3.3.1 生态系统结构及其特征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植被是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长期作用的结果和表征，不同的

植被类型代表了流域中各生物与其环境条件的组合，具有不同的结构，在区域生态系统

中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根据其系统类型的特征和稳定性，组成评价区的主要生态系

统类型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 2个大类、共 9种类型，其中自然生态系统

有 4类，人工生态系统 5类。

评价区中人工生态系统占比较大，其面积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78.56%，自然生态系

统的占比则达到 21.44%。

（1）自然生态系统

评价区自然生态系统有阔叶林生态系统、草丛生态系统、湖泊生态系统、河流生态

系统 4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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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阔叶林生态系统

阔叶林生态系统集中分布于海拔稍高的山体中上部，其斑块数为 102，占评价区总

斑块数的 22.97%；面积有 4.01k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19.28%。根据现场调查阔叶林生

态系统的植物主要以红锥、红木荷、麻楝、高山榕等为主，动物主要有黑喉太阳鸟、蓝

喉拟啄木鸟等。

2）草丛生态系统

草丛生态系斑块数为 34，占评价区总斑块数的 7.66%；面积有 0.18km2，占评价区

总面积的 0.87%。根据现场调查草丛生态系统主要为黄牛木、飞机草、类芦群落和白花

羊蹄甲、刚莠竹等草本并偶有中平树、余甘子、对叶榕等，动物主要为棕背树蜥、原尾

蜥虎、白鹡鸰、树鹨、白喉红臀鹎等。

3）湖泊生态系统

湖泊生态系统斑块数为 25，均为小型坑塘，占评价区总斑块数的 5.63%；面积有

0.10k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0.48%。根据现场调查临岸有蔗茅、粽叶芦、类芦、蜈蚣草

等，动物偶见池鹭、白鹭、小白腰雨燕、泽蛙等。

5）河流生态系统

河流生态系统斑块数为 14，占评价区总斑块数的 3.15%；面积有 0.17km2，占评价

区总面积的 0.82%。根据现场调查临岸有五节芒、斑茅、蔗茅、粽叶芦、类芦、蜈蚣草

等，动物偶见池鹭、白鹭、红尾水鸲、小白腰雨燕等。

（2）人工生态系统

人工生态系统由园地生态系统、耕地生态系统、居住地生态系统、工矿交通生态系

统、裸地生态系统构成。根据现场调查各类人工生态系统，植物主要为橡胶、香蕉、澳

洲坚果、茶、水稻、玉米、火龙果等人工种植的农作物，动物主要为黄臀鹎、家八哥、

山斑鸠、白鹡鸰、黄胸鼠、褐家鼠等。

1）园地生态系统

园地生态系统评价区内分布面积相对较大，主要是集中分布的有橡胶、香蕉、咖啡、

茶、澳洲坚果等，斑块数 156，占评价区总斑块数的 35.14%；面积有 13.56km2，占评价

区总面积的 65.19%。

2）耕地生态系统

耕地生态系统评价区内分布面积相对较小，斑块数 58，占评价区总斑块数的

13.06%；面积有 1.32k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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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住地生态系统

居住地生态系统为人类聚集而形成的点状或小斑块状生态系统，其斑块数为 25，占

评价区总斑块数的 5.63%；面积有 0.68k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3.27%。

4）工矿交通生态系统

工矿交通生态系统斑块数为 28，占评价区总斑块数的 6.31%；面积有 0.77km2，占

评价区总面积的 3.70%。呈线状分布于评价区，是评价区主要的生态廊道之一，但分布

密度不大。

5）裸地生态系统

裸地生态系统斑块数为 2，占评价区总斑块数的 0.45%；面积有 0.01km2，占评价区

总面积的 0.05%。

表 3-12 评价区生态系统组成一览表
生态

系统

性质

生态系统类型 斑块（块）
斑块比例

（%）

面积

（km2）

面积比例

（%）

斑块平均面

积（km2/块）

自然

森林生态系统 阔叶林生态系统 102 22.97 4.01 19.28 0.04

草地生态系统 草丛生态系统 34 7.66 0.18 0.87 0.01

湿地生态系统
湖泊生态系统 25 5.63 0.10 0.48 0.00
河流生态系统 14 3.15 0.17 0.82 0.01

小计 175 39.41 4.46 21.44 0.03

人工

农田生态系统
园地生态系统 156 35.14 13.56 65.19 0.09

耕地生态系统 58 13.06 1.32 6.35 0.02

城镇生态系统
居住地生态系统 25 5.63 0.68 3.27 0.03

工矿交通生态系统 28 6.31 0.77 3.70 0.03
其他 裸地生态系统 2 0.45 0.01 0.05 0.01

小计 269 60.59 16.34 78.56 0.06
合计 444 100 20.8 100 0.05

3.3.2 景观优势度

景观类型的优势度由 3个参数计算而来，即密度（Rd）、频率（Rf）和景观比例（Lp）。

景观优势度计算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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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表明，评价区园地景观的优势度最高，为54.22，其次是阔叶林景观为17.58，

工矿交通景观为 7.33，居住地景观为 4.89，耕地景观为 9.46，湖泊景观为 9.83，草丛景

观为 7.89，河流景观为 3.24。反映了园地景观对评价区具有较好的控制能力；评价区景

观结构和功能的发挥主要由园地景观控制。评价结果见表 3-13。

表 3-13 评价区各景观类型优势度

生态系统类型 密度 Rd（%） 频率 Rf比（%） 生态系统比例 Lp（%） 优势度 Do
阔叶林生态系统 22.97 19.58 13.89 17.58
草丛生态系统 7.66 7.68 8.12 7.89
湖泊生态系统 6.98 13.56 9.38 9.83
河流生态系统 1.80 4.39 3.39 3.24
园地生态系统 35.14 73.24 54.26 54.22
耕地生态系统 13.06 13.06 5.86 9.46

居住地生态系统 5.63 7.48 3.23 4.89
工矿交通生态系统 6.31 19.06 1.98 7.33

裸地生态系统 0.45 4.01 0.12 1.18

3.3.3 生态质量

以生态系统生态潜力高低作为评价生态系统生态质量的主要标准，量化各主要生态

系统类型的生态潜力，按生态潜力高低将评价区生态质量分为优、良、中、差、劣等 5 个

等级。主要依据有：

（1）生态系统类型在地带性生态系统演替阶段中的位置以及在演替过程中的顺序。

一般来说，这决定了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潜力高低，地带性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潜力最

大，原生性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潜力比次生性的高。

（2）生态系统类型单位面积的生产潜力大小。生物量越高的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

恢复和生态重建中的作用也越大，当然这是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进行的排序。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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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群落的生物量要高于灌木群落，灌木要高于草本。见表 3-15。

表 3-15 评价区生态质量分级
生态质量 生态系统类型

优 园地

良 水域

中 阔叶林、草地

差 农田

劣 居民点、道路

以上述 2点为依据，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潜力进行排序，结果见表 3-16。

按照生态系统的质量等级制图，以反映项目区生态环境的综合质量。

结果表明，项目区景观生态质量总体较好，中等以上等级分布面积有 18.02km2，占

评价区的 86.63%；生态质量为差和劣的生态系统面积为 2.78km2 ，占项目区的 13.37%。

表 3-16 评价区生态质量现状

质量等级 面积（km2） 面积比例%
优 13.56 65.19
良 0.27 1.30
中 4.19 20.14
差 1.32 6.35
劣 1.46 7.02

合计 20.8 100.00
3.3.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根据自然等级组织理论，上一级系统的功能，不仅取决于构成其系统的下一级系统

的组成结构，而且决定于其系统中各种因子的组合规律和相互作用。评价区是由不同生

态系统类型构成的区域生态系统，其系统功能主要由区域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和水土保持

功能所决定。

（1）生物生产力现状与评价

陆地植物的生产力和生物量的测定方法有多种。在 20世纪 50~70年代，由国际科

联(ICSU)发起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1965~1975)，经过 10多年的努力，完成了对全球

的净初级生产力(NPP)的估算。NPP的测定通常多采用收获量测定法、氧气测定法、CO2

测定法等，其中以收获量测定法等传统方法最常用。

大多数已发表的第一性生产力的文献和著作都是基于当地地区水平上的，而地区生

产力的估计又是基于植物群落生产力的小样本，并用外推法求得的(H.里思，R.H.惠特克，

1985)。由于不允许砍伐树木和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进行实际测定。为此，采用云

南大学 90年代实际测定资料和国外有关的生物生产力资料，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作

适当调整，来估算评价区域的植被类型生物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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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然植被的生产力

根据实地调查和卫星影像判读，评价范围自然植被分为阔叶林、竹林和稀树灌木草

丛 3种类型。

阔叶林的生产力取值为 2.2×10³t/km2.a；竹林的生产力取值为 3.1×10³t/km2.a；稀树

灌木草丛的生产力取值为 0.09×10³t/km2.a。

②人工植被的生产力

评价区的园地主要是橡胶林，其生产力取值为 1.37×10³t/km2.a。对农作物来说，收

获量数字并不包括不能收获或无经济价值的生产力组成成分，因此作物的根系、秸秆、

外壳和叶，以及生长季节内失去的成分都必须计算在内。各种农作物的转换系数为其经

济系数的倒数(即植物总生产力／植物收获量)，再扣除种子的平均含水量为 12%，就可

获得作物产量的校正率。当地耕地生产力取值为 0.7×10³t/km2.a。水域的生产力取值为

0.45×10³t/km2.a。

③评价范围的生产力现状

评价区各类植被类型平均生产力和总的生物生产力见下表。

评价区内生物生产力共 28.52 ×103t/a。其中，自然植被生物生产力占总生产力的

31.63 %，人工植被占总生产力的 65.14%。自然植被生产力以阔叶林为主，占总生产力

的 30.93 %；竹林的生物量产出占总生产力的 0.22 %；人工植被中以人工林为主，占总

生产力的 68.38 %。

表 3-17 评价范围各植被类型的生产力现状

景观类型
平均生产力
10³t/km2.a

评价范围

面积（km2）
总生产力

（103t/a）
占总生产力的比例

（%）

阔叶林 2.2 4.01 8.82 30.93
竹林 3.1 0.02 0.06 0.22

稀树灌木草丛 0.09 0.18 0.02 0.06
水域 0.45 0.27 0.12 0.43
小计 - 4.48 9.02 31.63
园地 1.37 13.56 18.58 65.14
耕地 0.7 1.32 0.92 3.24
小计 14.88 19.50 68.38
其他 - 1.44 - -
合计 9.59 20.8 28.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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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保持功能

评价区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功能以项目区的土壤侵蚀为依据进行分析。

评价区的微度侵蚀面积为 5.38km2，占侵蚀总面积的 25.87%，主要分布在一些平缓

的台地和森林覆盖度高的区域。

轻度侵蚀面积为 0.83km2，占侵蚀总面积的 3.99 %，主要分布在地势较平缓，植被

覆盖较好的区域。

中度侵蚀面积 14.59km2，占侵蚀总面积的 70.14%，主要分布在坡度稍大的地方，

植被覆盖度较低或地表裸露度较高的区域。

表 3-18 评价区水力侵蚀状况

侵蚀程度 面积（km2） 面积比例%
微度侵蚀 5.38 25.87
轻度侵蚀 0.83 3.99
中度侵蚀 14.59 70.14
合计 2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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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野生动物现状评价

3.4.1 脊椎动物种类和数量

根据上述各种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目前评价区分布有野生脊椎动物 5纲 22目 56

科 116种，其中两栖类 1目 5科 7种，爬行类 1目 6科 11种，鸟类 11目 33科 70种，

哺乳类 5目 7科 12种，鱼类 4目 5科 16种。具体分布在各纲中的数量状况参见附录 3。

表 3-19 评价区陆栖脊椎动物各分类阶元下物种数量
动物类群 目 科 种

两栖类 1 5 7
爬行类 1 6 11
鸟类 11 33 70
哺乳类 5 7 12
鱼类 4 5 16
小计 22 56 116

（1）两栖类

在对评价区和相邻区域内的陆生脊椎动物进行专业的实地考察，以及查阅文献，得

到评价区分布有两类栖动物 7种，隶属 1目 5科。在工程评价区分布有 7种两栖动物，

除黑眶蟾蜍为古北-东洋广布种外，其他 6种均为东洋界种。

表 3-20 评价区两栖类各目、科中的种数统计表
目 科 种数

无尾目 ANURA

蟾蜍科 Bufonidae 1
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1

蛙科 Ranidae 1
树蛙科 Rhacophoridae 1
姬蛙科Microhylidae 3

合计：1目 5科 7种
实地观察到的两栖动物包括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和饰纹姬蛙

Microhyla fissipes，其他均为访问和文献查询获取。

（2）爬行动物

工程评价区和相邻区域内的分布有爬行动物 11种，隶属 1目 6科，其中 2种是实

地调查获取，9种通过访问和查阅文献资料获取。工程评价区分布的 11种爬行动物均为

东洋界种类。

表 3-21 评价区爬行动物各目、科中的种数统计

目 科 种数

有鳞目 Squamata
壁虎科 Gekkonidae 2
鬣蜥科 Agamidae 2
石龙子科 Scincida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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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蛇科 Lacertidae 3
盲蛇科 Typhlopidae 1

蝰科 Viperidae 1
合计：1目 7科 11种

实地观察到的爬行动物包括原尾蜥虎 Hemidactylus bowingii 和棕背树蜥 Calotes

emma，由于评价区基本已被园地所占据，爬行动物数量和种类较为稀少。

（3）鸟类

实地考察以及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得到评价区分布有鸟类 11目 33科 70种，其中 49

种是实地调查获取，21种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获取。

表 3-22 评价区鸟类各目、科中的种数统计

目 科 种数

䴙䴘目 䴙䴘科 1

鹳形目
鹭科 5

鹳科 1

隼形目
鹰科 4

隼科 1

鸻形目 鹬科 2

鸽形目 鸠鸽科 2

鹃形目 杜鹃科 4

夜鹰目 夜鹰科 1

雨燕目 雨燕科 2

佛法僧目 翠鸟科 1

䴕形目 啄木鸟科 1

雀形目

燕科 2

鹡鸰科 5

山椒鸟科 1

鹎科 5

伯劳科 2

卷尾科 1

椋鸟科 2

鸫科 4

鹟科 3

画眉科 1

扇尾莺科 3

莺科 5

绣眼科 1

长尾山雀科 1

山雀科 2

啄花鸟科 1

花蜜鸟科 1

雀科 1

梅花雀科 2

燕雀科 1

鹀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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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观察到苍鹭 Ardea cinerea、白鹭 Egretta garzetta、牛背鹭 Bubulcus ibis、池鹭

Ardeola bacchus、白鹡鸰 Motacilla alba、灰鹡鸰 Motacilla cinere、田鹨 Anthus richardi、

山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等 49种鸟类。

评价区记录的70种鸟类中，有留鸟50种，夏候鸟6种，冬候鸟14种。资料分析表明，

工程评价区从全部鸟类来看，东洋种和广布种占优势，分别占全部鸟类的54%和37%；

从记录的56种繁殖鸟类来看，也是东洋种和广布种占优势（无古北界种类），分别占繁

殖鸟的62.5%和37.5%。

表 3-23 评价区鸟类区系从属分析

区系从属 东洋界 古北界 广布种 小计

种数 38 6 26 70
百分比% 54.29 8.57 37.14 100.00

表 3-24 繁殖鸟类区系从属分析

繁殖鸟 种数 占比%
古北种 0 4.44
东洋种 35 62.5
广布种 21 37.5
合 计 56 100.0

（4）哺乳类

实地考察，以及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得到评价区分布有哺乳类动物 12种，隶属 5目 7

科，其中 3种是实地调查获取，9种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获取。

在工程评价区分布的 12种哺乳动物中，东洋界种类有 7种，占全部哺乳动物种数

的 58%；古北东洋两界共有种类有 5种，占全部哺乳动物种数的 42%。

表 3-25 评价区哺乳类各目、科中的种数统计

目 科 种数

长鼻目 PROBOSCIDEA 象科 Elephantidae 1
树鼩目 SCANDENTIA 树鼩科 Tupaiidae 1

翼手目 CHIROPTERA
菊头蝠科 Rhinolophidae 1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1

食肉目 CARNIVORA 鼬科Muste lidae 2

啮齿目 RODENTIA
松鼠科 Sciuridae 2
鼠科Muridae 4

合计：5目 7科 12种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8%B9%E9%BC%A9%E7%A7%91&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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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样线抽查与调研，实地观察到：北树鼩 Tupaia belangeri、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 abramus、隐纹花松鼠 Tamiops swinhoei等 3种哺乳动物。

（5）鱼类

工程沿线跨河处以及沿线坑塘水体区共记录到鱼类 4目 7科 16种，其中当地居民

在沿线溪流捕捞的渔获物以南鳅、异斑小鲃、鿕、南鳅等适宜流水或静水缓流的鱼类为

主。此外，鲫鱼、泥鳅、麦穗鱼等外来鱼类在沿线库塘的渔获物中占比较大，说明评价

区水域受人工干扰较大。

3.4.2 重要保护动物

（1）两栖动物

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在工程评价区记录的 7种两栖动物中，无国家级和云南

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无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物种，也无中国特有动

物分布。

（2）爬行动物

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在工程评价区记录的 11种爬行动物中，无国家级和云

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无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物种，也无中国特有

动物分布。

（3）鸟类

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工程评价区所记录的 70种鸟类中，有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鸟类 6 种，分别为黑翅鸢 Elanus caeruleus、黑鸢 Milvus migrans、普通鵟 Buteo

buteo、凤头鹰 Accipiter trivirgatus、红隼 Falco tinnunculus、褐翅鸦鹃 Centropus sinensis；

无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物种，也无中国特有动物分布。

（4）哺乳类

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工程评价区分布的12种哺乳动物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无国家二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也属于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物种（极危种），评价区无中国特有动物分布。

（5）鱼类

结合现场访问调查和文献记录，评价区未记录有《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

的受胁物种。

评价区分布的重要动物物种见表 3-26。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54

表 3-26 评价区重要野生动物一览表

编号 物种名称
保护

级别

濒危

等级

特有

种
分布区域及习性

评价区

生境

资料

来源

1 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

国家

一级
CR 否

主要栖息于亚洲南部热带雨林、季雨林及林间的沟谷、山

坡、稀树草原及宽阔地带，常在海拔 1000m以下的沟谷、

河边、竹林、阔叶混交林中游荡。喜欢群居生活，每群数

头、数十头不等，无固定住所，活动范围广。属少见种，

偶有象群在评价区往返活动，但频次较低。

评价区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

阔叶林及周边各类果园、耕地，评

价区内适生生境面积较小，约

3km2。

文献

2 黑翅鸢 Elanus
caeruleus

国家

二级
NT 否

常活动于低地及山区的草地、农田等开阔生境，经常振翅

在空中悬停寻找猎物，平时多栖落于枯树或电线杆等较为

突出的地方

评价区各类林地及林缘地区以及

农耕区，但由于广泛的园地开垦，

评价区内适生生境不足 1km2。

调查

3 黑鸢 Milvus
migrans

国家

二级
LC 否

栖息于开阔平原、草地、荒原和低山丘陵地带，也常在城

郊、村屯、田野、港湾、湖泊上空活动，白天活动，常单

独在高空飞翔。主要以小型动物为食。

评价区各类林地及林缘地区以及

农耕区，但由于广泛的园地开垦，

评价区内适生生境不足 1km2。

文献

4 普通鵟 Buteo
buteo

国家

二级
LC 否

冬候鸟，栖息于海拔 3700m以下的各类生境中，多停息在

高大的乔木等突出部位，也常见单独在稀疏林中和农田等

多种生境的上空翱翔，食物以鼠类为主，也捕食野兔、小

型鸟类、蜥蜴、蛙类和昆虫等。属常见种，多单独活动

评价区各类林地及林缘、农耕区

等，但由于广泛的园地开垦，评价

区内适生生境不足 1km2。

文献

5 凤头鹰 Accipiter
trivigatus

国家

二级
NT 否

栖息于热带，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林中，常见单个活动，

有时停歇在大树顶端，有时在空中飞翔。捕食小动物。属

少见种，偶尔单个个体在评价区上空活动

评价区各类林地及林缘地区，分布

生境广泛，评价区内适生生境约

1km2。

文献

6 红隼 Falco
tinnunculus

国家

二级
LC 否

栖息在山区植物稀疏的混合林、开垦耕地及旷野灌丛草

地。繁殖期为 5~7月。通常营巢于悬崖、山坡岩石缝隙、

土洞、树洞和其他鸟类在树上的旧巢中。属常见种，多单

独活动，偶见于评价区上空

评价区各类林地及林缘、农耕区

等，但由于广泛的园地开垦，评价

区内适生生境不足 1km2。

文献

7
褐翅鸦鹃
Centropus
sinensis

国家

二级
LC 否

栖息于 1000m以下的栖息于低山至平原的丛林中，单个或

成对活动，善于隐蔽，主要以动物性食物为食

评价区各类林地有活动，但由于广

泛的园地开垦，评价区内适生生境

不足 1km2。

文献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2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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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 评价区陆生脊椎动物现场调查照片一览表

红耳鹎 灰眼短脚鹎

短嘴山椒鸟 鹊鸲

长尾缝叶莺 黑胸太阳鸟

牛背鹭 黄臀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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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翠鸟 古铜色卷尾

3.4.3 施工区动物概况

施工区可见的两栖类动物种类不多，从调查中统计分析出在工程区人工林的溪流、

农地的湿地或池塘中分布的两栖类中，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等为数量优势种。

爬行类动物在施工区种类较少，调查未发现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爬行类在施工区

分布。爬行类是棕背树蜥 Calotes emma、原尾蜥虎 Hemidactylus bowingii为数量优势种。

鸟类在施工区的组成与评价区没有太大的差别。由于施工区范围更趋狭小，所以主

要是一些在该生境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小型鸟类。许多名录上的小型鸟类多属广生境种

类，所以仍会有分布。从整体上讲，无论施工区还是整个评价区，因为空间范围较小，

工程建设对鸟类的整体影响较小。

施工区的哺乳类主要为小型种类：鼠类为主，包括松鼠科 Sciuridae和鼠科Muridae

的种类；总体上讲种类贫乏。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中的哺乳类在施工区范围内的调查中无

记录。分布在该施工区范围的主要种类有：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 abramus、北树鼩 Tupaia

belangeri、隐纹花松鼠 Tamiops swinhoei、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等种类。

3.4.4 脊椎动物资源现状评价

（1）种类少种群小无资源优势

工程评价区目前共记载野生脊椎动物 116种，而且是分布在数平方公里的工程区和

的评价区及其周边，所以资源量相对较小。其中工程跨越的罗梭江支流的鱼类资源遭到

长期的非法捕捞。

（2）小型有害兽类种群数量大

工程评价区周围，小型兽类，尤其是啮齿类种类和数量均较多，这主要与工程区的

生境主要以耕地和园地景观为主有关。该类群有北树鼩 Tupaia belangeri、隐纹花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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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iops swinhoei、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和黄胸鼠 Rattus flavipectus等种类。

（3）保护种类和珍稀种类较少

综合实地调查和查阅文献资料，范围内记录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种，为亚洲象，

近 40年仅 2020年和 2021年有 17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由项目区南北侧进行过短期的南

北往返活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6种，均为鸟类（黑翅鸢、黑鸢、普通鵟、凤头鹰、红

隼、褐翅鸦鹃）；评价区记录有《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动物 1种，为

极危（CR）种亚洲象。

（4）缺乏狭域分布的特有种类

由于项目所在的景洪市和勐腊县与越南和老挝等国毗邻，脊椎动物的各个类群中均

无特有属和特有种分布。

3.5 土地利用状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07）以二级分类系统为

单元，根据景洪市和勐腊县国土三调数据，结合评价区的实际情况，将评价区的土地利

用类型分为以下 27类。

根据景洪市和勐腊县国土三调数据，评价区土地利用类型以橡胶园为主，其面积为

11.01k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53.38%，其次为乔木林地，面积 3.51km2，占评价区总面

积的 16.86%；果园的面积达 2.27km2，占比为 10.91%；其他的土地利用类型占比均不足

3%。评价区土地利用类型的组成及面积具体见表 3-28。

表 3-28 评价区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一览表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km2) 面积比例(%)
水田 1.15 5.53

旱地 0.17 0.82

果园 2.27 10.91

茶园 0.09 0.42

橡胶园 11.10 53.38

其他园地 0.10 0.48

乔木林地 3.51 16.86

竹林地 0.02 0.11

灌木林地 0.07 0.32

其他林地 0.48 2.30

其他草地 0.11 0.51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06 0.27

工业用地 0.01 0.07

采矿用地 0.05 0.24

城镇住宅用地 0.07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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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 0.26 1.23

公用设施用地 0.02 0.12

科教文卫用地 0.01 0.04

高教用地 0.25 1.20

特殊用地 0.01 0.06

公路用地 0.57 2.74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1 0.04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0.01 0.03

农村道路 0.12 0.58

河流水面 0.17 0.82

坑塘水面 0.10 0.50

设施农用地 0.01 0.05

总计 20.80 100.00

3.6 生态敏感区现状调查

3.6.1 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即对基本农田实行永久性保护，是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

此概念。“永久基本农田”即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其用途，不得以任何方式挪作

他用的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资源的核心区域，是空间规划

体系中划定“三区三线”的核心管控工具之一。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

（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

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经套合景洪市和勐

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线”划定成果，该项目塔基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部分线路

跨越永久基本农田，线路采用高空架设。根据与三区三线位置关系查询结果显示，N6~N7

之间的导线跨越永久基本农田，跨越长度为 80m。

本项目塔基施工时，设计施工方案均为人员从永久基本农田区域外绕行至塔基位置

实施掏挖基坑和组立铁塔，使用无人机架设牵引绳牵引导线、牵张工艺拉紧导线的施工

工艺，不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设置“三场”以及牵张场、施工营地、电缆沟、施工道

路等施工场地，在永久基本农田内无人为活动，无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

现场调查及统计结果显示，评价区的耕地均分布在线路沿台地和坝区，主要为玉米、

水稻等结构单一的群落，其主要特点是人的作用非常关键，人们种植的各种农作物是这

一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员。该区域无国家重点、省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仅有少量广布植物

种类。由于人为扰动较为频繁，该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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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

根据《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以及《云南省生物

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年）》，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包括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 6个一级优先区域和 18个二级优先区域，涉及 16个州、市 101个县、

市、区，总面积约 9.5万平方千米，占云南国土面积的 23.8%。

根据叠图分析，本项目所有建设内容（即 18.48km 输电线路和 50 基塔）均位于云

南省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所涉及区域属云南南部边缘热带雨林区下辖的 2-4西双

版纳热带雨林区。该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湿润气候，是云南热带雨林保存最完

好的地区。

图 3-4 项目与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位置关系图

（1）植被分布现状

工程全线位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区段最低海拔约 540m，为罗梭江河面，最高

点为 J2，海拔 1450m。根据现场调查，由于区域人为活动显著，人为活动显著区，

现状均为各类园地，仅部分箐沟和陡坡残存零星的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并

在局部山坡有小面积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已无典型的雨林残存。而且残存的半常绿季雨

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以及热性稀树灌木草丛的面积较小，且被园地围垦，呈破碎的小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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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散布。野生动物常见种有棕背树蜥、池鹭、白鹭、山斑鸠、珠颈斑鸠、家燕、白鹡鸰、

白喉红臀鹎、鹊鸲、麻雀、白腰文鸟、褐家鼠等。

（2）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工程塔基 N2~N3、N6~N8、N17、N22、N37 的周边有保护植物

分布，这些植物除红椿和金毛狗外，多外散生偶见的植株个体，但总体上，上述保护

植物在沿线分布数量较少。

（3）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工程沿线已基本被橡胶和各类果园等诸多园地所替代，局部

残存次生化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及半常绿季雨林极小片段。受到长期人为活动影响，

工程该段已无大型兽类，也不属于亚洲象的主要活动区域（近 40 年亚洲象仅有 1

个象群于 2020 年和 2021 年进行过短期的往返活动）。由于天然植被次生片段多

破碎不连续，保护动物种类少，仅记录有黑翅鸢、黑鸢、普通鵟、凤头鹰、红隼

和褐翅鸦鹃 6 种保护动物，且这些鸟类主要为偶然在该区域活动、觅食或停歇，并

不长期在此栖居或固定活动。

由于这一区域长期受人为干扰、开垦导致的生境破碎化和次生化，保护优先区域内

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集中分布区及重要栖息地。

3.6.3 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

（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

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经套合景洪市和勐

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线”划定成果，该项目塔基用地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部分线路

跨越生态保护红线，线路采用高空架设。

因项目起终点制约，并受生态保护红线分布、线路线性工程和地形地质条件的限制，

项目 N8-N9、N33-N34、N34-N35、N36-N37之间的输电线路合计 397m，所跨越生态保

护红线为南部边境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四

处导线跨越生态红线处，生态保护红线均位于箐沟内，而两侧的塔基则在两侧山体的高

地，下导线对跨越的生态红线高度均超过 50m。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 N8-N9、N33-N34、N34-N35、导线上跨生态保护红线生境

较破碎，早期受到耕地以及园地的蚕食而呈斑块化残存。该段现状植被为季风常绿阔叶

林和半常绿季雨林，多位于箐沟和陡坡，周边为园地。群落常见麻楝、高山榕、红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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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刺锥、茶梨、印度锥、红锥、中平树等乔木，毛八角枫、钝叶桂、五瓣子楝树、三桠

苦、岗柃等灌木，以及滇南狗脊、棕叶狗尾草、柳叶箬、硬秆子草等草本。现状未记录

保护植物分布，偶有黑翅鸢、红隼、凤头鹰、普通鵟在该区域上空盘旋飞行。

3.6.4 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是 1982 年国务院审定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

一。原编制的《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已于 2010 年规划到期。现行由云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持编制的《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

该规划于 2011年批准实施。2011年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持编制的《西双版纳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确定将 1986 年批准的面积 1202.31km2调整

为 1147.9km2，将原有的二十个景区调整为九个景区。

本项目涉及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勐仑景区，与其他景区的距离均超过

10km。因此本次评价仅针对风景名胜的勐仑景区展开论述。

3.6.4.1 风景名胜区概况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景观独特，经国务院 1982年批准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的资源种类极为丰富，资源涵盖了气候景象、大尺度山地、石

林石景、蚀余景观、江河、湖泊、瀑布跌水、森林、古树名木、珍稀生物等自然景源，

以及现代公园、植物园、专类游园、民族村寨、宫殿衙署、宗教建筑、纪念建筑、遗址

遗迹、节假庆典、民族民俗、宗教礼仪、民间文艺、地方物产、其他风物等人文景源。

（1）风景名胜区性质定位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为主

要特征，结合西双版纳以傣族为主的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功能包括生态旅游、文化

旅游、观光旅游和科普科考。

（2）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

根据《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西双版纳风景名

胜区管理范围为 1147.9km²，规划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分为 9个片区：勐腊景区、孔明

山景区、勐仑景区、勐罕景区、路南山景区、布朗山景区、安麻山景区、大勐龙景区、

曼飞龙景区。其中勐仑景区面积 124.6km²。

勐仑景区规划定位：以勐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为龙头，结合天生桥石

灰岩热带雨林及城子傣族村寨的综合性游览区。可开展科普旅游、探险旅游、文化及观

光旅游。景区建设主要以完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游览组织、建设天生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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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游览体系、建设勐仑城子傣寨为主。

（3）分级保护规划要求

为维护规划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采用

四级保护区划，即特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三级保护区。其中：特级保

护区总面积 127.47km²；一级保护区总面积为 141.99km²；二级保护区总面积为 199.03km

²；三级保护区总面积为：679.41km²。

①特级保护区

特级保护区是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植被类型特殊、生物多样性富集、具有极高

保护价值和科研价值的区域。特级保护区总面积 127.47km²，特级保护区仅规划于路南

山景区和布朗山景区内。

特级保护区包含了热带季节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珍稀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自然生态环境。特级保护区内无农田地、村庄和人工经济林。

特级保护区管理政策：区域内规划要求严格维护其自然的原生系统形态，对保护区

域进行严格的封闭性保护。严格保持森林植被、地形地貌的原生状态；精心维护其生物

的珍稀性、多样性、完整性；禁止一切人工建设活动；严禁开山采石、砍伐林木，区内

严禁非法捕猎；严禁向区域内自然水体排放未经处理和处理不达标的污水；禁止未经自

然保护区批准的科学考察活动。

②一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是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景观特色显著，风景名胜资源保存完好的区

域。主要由保存较为完好的热带雨林、典型民族村寨、地标建筑等区域组成。一级保护

区总面积为 141.99km²。其中，勐仑景区包括景区内沿磨者河两岸的区域，面积 6.8km²。

一级保护区管理政策：精心维护区内景观资源的完整性，加强对区内地形、地貌、

原生植被、水体的保护，保护民族村寨及民族文化传统。区内的所有项目设置应严格遵

守《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区内允许游人沿游览路线进入，

不得建设与风景保护无关的设施，禁止机动车辆进入本区域。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特级、一级保护区域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核心景区面积

为 269.46km
2
。

③二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是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一级保护区外围及一些景观资源特色较为

完好的区域。本区域主要包括一般游览区、河流沿线及典型景观区域。如竹林、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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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与民族村寨构成的典型视觉景观区域，以及部分外围景点面积，二级保护区总面积

为 199.03km²。勐仑景区的二级保护区主要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植物园

内办公区及其服务区除外）及外围区域和天生桥、磨者河外围区域，面积 11.9km²。

二级保护区管理政策：二级保护区以风景游览为主，区内可以建设与游览相关的建

筑设施，但禁止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等旅游住宿设施。允许开展民俗接待，不

得对建筑风貌、景观环境造成破坏。区内的建设活动应严格按照《风景名胜区条例》执

行。严格审批，避免建设性破坏。对区内影响景观风貌及环境的建筑物、构筑物应进行

改造、拆除、屏挡。

④三级保护区

是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九片景区除特、一、二级保护区外的景观环境背景区域，

是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景观资源的支撑体系。区内分布有河流、居住区、林地、耕地等。

三级保护区总面积为：679.41km²。其中勐仑景区的三级保护区面积 105.9km²。

三级保护区管理政策：以保持和恢复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为主。区内的所有建设活

动应严格按照《风景名胜区条例》执行。区内可开展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严格防止对

水体、大气的污染。结合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种植结构。禁止新建橡胶林。区内

应限制化肥、农药、洗涤剂的使用。区内的村落应保持原有的风貌，不得建设与景观不

协调的建筑物、构筑物。

（4）景区发展规划

①景区现状概况

勐仑景区规划面积 124.6km²，包括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天生桥片区、

勐仑城子傣寨及罗梭江的一段。

勐仑距离景洪市 70公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

希陶教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带领一批年轻的植物科学工作者创立的。保留有大片原始

森林，已引种栽培热带植物 4000多种（其中的 100多种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各种

植物分类集中种植，组成错落有致的 10多个植物专业区。园内建有科研大楼、植物标

本馆、展览馆、蔡希陶塑像等人文景观和接待游人的各种服务设施。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是西双版纳的标志性景点，年接待游客规模约在 60万人次。

天生桥片区：沿罗梭江到达磨者河，沿河而上可抵达天生桥，磨者河沿途林木繁茂，

景观极好，天生桥为一石灰岩穿洞横跨磨者河，景观独特。尚未进行景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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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仑城子傣寨位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西北部，佛塔位于寨子入口，是

一处村落结构保存较好的、特点较为显著的傣族村寨。尚未进行有组织、有规划的景区

建设。

②景区建设发展规划

1）结合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详细规划，加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的建设，并与小磨高等级公路连接，建设新的西园区，形成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的新主入口（西入口）。建设“百花园”、“棕榈园”、“竹景园”等新

园区，做大做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使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能

够成为世界知名的植物专类园区。

2）建设勐仑至天生桥的游览组织体系，沿罗梭江、磨者河修建游览专用的道路，

道路选线应该充分利用地形条件，避免对景观及植物造成破坏。建设罗梭江、磨者河的

水上游览系统。

3）建设天生桥及磨者河沿岸的景点，保护和恢复景区的沿河谷地段的植被。

4）丰富景区的文化内涵。对勐仑城子傣寨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并将其纳入勐仑景

区的游览体系中，对勐仑城子傣寨佛塔的周边环境进行美化、整理，对寨子中的破坏景

观的建筑进行整治。

5）建设勐仑旅游小镇。加强勐仑小镇的绿化、美化工程，突出小镇的民族文化特

色，提高其绿地面积及绿化覆盖率，建设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高档次旅游接

待服务设施，提高小镇的建设管理水平。

6）作为昆曼大通道上的重要景点，规划建设一处自驾车营地。

（5）风景名胜区资源特征与评价

①风景名胜资源特征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的资源，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分

类如下表：

表 3-29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景观资源一览表

一

自

然

景

源

1、天景 气候景象 热带雨林气候

2、地景

大尺度山地 孔明山

洞府 孔明山洞穴

石林石景 石灰岩热带雨林

蚀余景观 天生桥、孔明山奇峰异石

3、水景
泉井 曼囡温泉

江河
罗梭江风景河段（局部）、磨者河风光（局部）、小黑江（局部）、曼典河（局

部）

湖泊 龙得湖、曼飞龙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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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跌水 百丈岩瀑布、隔界河瀑布 、曼典瀑布

4、生景

森林
布朗山山地雨林 、布朗山季节雨林、布朗山季风常绿阔叶林、曼典河热带沟谷雨

林、原始森林公园

古树名木 打洛独树成林、 路南山古茶树、巴达古茶树

珍稀生物

桫椤、云南苏铁、篦齿苏铁、云南穗花杉、鸡毛松、天料木、臂行果、云南肉豆

蔻、云南翅子树、版纳青梅、云南美登木、木莲、小叶轮种草、百日青、红光树、

四薮木、云树、黄果木、胡桐、藤黄、三尖杉、蜂猴、熊猴、豚尾猴、灰叶猴、

白颊长臂猿、熊狸、金猫、云豹、印支虎、亚洲象、小鼷鹿、印度野牛、黑鹳、

赤颈鹤、拟兀鹫、孔雀雉、绿孔雀、黑颈长尾雉、双角犀鸟、巨蜥、蟒、鬣羚、

狼、黑熊 、江獭、斑林狸、白腹黑啄木鸟、金钱豹、白喉犀鸟、棕颈犀鸟、冠斑

犀鸟

二

人

文

景

源

1、园景

现代公园 荔园、西双版纳曼听公园

植物园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西双版纳南药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专类游园 塔庄董-塔庄慕、茶科所（云茶源）

2、建筑

民族村寨
勐罕西双版纳傣族园、基诺山寨、勐仑城子傣寨、南糯山哈尼姑娘寨、曼竜代傣

寨、曼降、勐景来、章朗布朗族山寨、大勐龙傣寨群

宫殿衙署 宣慰街

宗教建筑
曼飞龙笋塔、布兰塔、曼短佛寺、塔庄改塔、景龙佛寺、曼春满佛寺金塔、勐罕

曼听佛寺白塔、曼梭醒佛塔、城子村白塔、曼崩铜塔、景真八角亭

3、胜迹 遗址遗迹 南糯山古茶山、易武古镇、倚邦古镇

4、风物

节假庆典
傣族泼水节、拉祜族拉祜扩节、基诺族特懋克节、瑶族盘王节、哈尼族嘎汤帕节、

布朗族桑堪比迈

民族民俗 以傣族为主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化

宗教礼仪 南传佛教、贝叶经、五树六花、南勒格梅（路南神山）

民间文艺 孔雀舞、章哈坐唱、布朗弹唱、哈尼歌舞、基诺大鼓舞、勐巴拉娜西

地方物产 象脚鼓、普洱茶、葫芦丝、傣族饮食

其它风物 傣医药、傣族服饰、布朗族服饰、基诺族服饰、瑶族服饰、佤族服饰

由上表可以看出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的资源分布特点，其中自然景源 76 个，人文

景源 58 个。按中类分析，所有 8 个中类均有分布，由此可见，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的

资源类型丰富，涵盖面广，尤其以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民族宗教文化资源最为突出。

②风景名胜资源评价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特级资源单元有 7处，占资源总数的 5.2%；一级资源单元有

43 处，占资源总数的 32.1%；二级资源单元有 60 处，占资源总数的 44.8%；三级资源单

元有 19 处，占资源总数的 14.2%；四级资源单元有 5处，占资源总数的 3.7%。

风景区规划对风景区范围内134个景源根据《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

的分类分级评价体系，并参照实地考察的情况，按照专家打分的方法进行分等定级。评

价表见下表。

表 3-40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资源单元重要性等级分布表
重要性等

级
资源单元名称 数量

特级资源
以傣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布朗山山地雨林 、布朗山季节雨林、布朗山季风常绿阔

叶林、曼典河热带沟谷雨林、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孔雀舞
7

一级资源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西双版纳南药园、原始森林公园、塔庄董-塔庄慕、打洛独树成

林、石灰岩热带雨林、勐罕西双版纳傣族园、曼飞龙笋塔、曼春满佛寺金塔、勐罕曼听

佛寺白塔、景真八角亭、曼短佛寺、南糯山古茶山、傣族泼水节、南传佛教、贝叶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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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树六花、勐巴拉娜西、云南苏铁、桫椤、篦齿苏铁、云南穗花杉、蜂猴、熊猴、豚尾

猴、灰叶猴、白颊长臂猿、熊狸、金猫、云豹、印支虎、亚洲象、小鼷鹿、印度野牛、

黑鹳、赤颈鹤、拟兀鹫、孔雀雉、绿孔雀、黑颈长尾雉、巨蜥、蟒、金钱豹

二级资源

大勐龙傣寨群、热带雨林气候、南勒格梅（路南神山）、路南山古茶树、巴达古茶树、

易武古镇、倚邦古镇、罗梭江风景河段（局部）、磨者河风光、曼典河（局部）、孔明

山、孔明山奇峰异石、章哈坐唱、布朗弹唱、哈尼歌舞、基诺大鼓舞、布朗族桑堪比迈、

荔园、西双版纳曼听公园、宣慰街、基诺山寨、曼崩铜塔、布兰塔、城子村白塔、拉祜

族拉祜扩节、基诺族特懋克节、瑶族盘王节、哈尼族嘎汤帕节、傣族服饰、布朗族服饰、

基诺族服饰、瑶族服饰、佤族服饰、鸡毛松、天料木、臂行果、云南肉豆蔻、云南翅子

树、版纳青梅、云南美登木、木莲、小叶轮种草、百日青、红光树、四薮木、云树、黄

果木、胡桐、藤黄、三尖杉、双角犀鸟、鬣羚、狼、黑熊、江獭、斑林狸、白腹黑啄木

鸟、白喉犀鸟、棕颈犀鸟、冠斑犀鸟

60

三级资源

象脚鼓、葫芦丝、普洱茶、傣族饮食、傣医药、小黑江（局部）、天生桥、南糯山哈尼

姑娘寨、曼降、曼竜代傣寨、勐景来、章朗布朗族山寨、勐仑城子傣寨、塔庄改塔、曼

梭醒佛塔、景龙佛寺、曼囡温泉、百丈岩瀑布、曼典瀑布

19

四级资源 孔明山洞穴、龙得湖、隔界河瀑布、曼飞龙水库、茶科所（云茶源） 5

3.6.4.2 工程与风景名胜区位置关系

由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送出线路工程项目，需按照《云南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等3座光伏电站接入系统方

案的意见》(云电规划〔2023〕510号）文件要求输入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西南

边缘的 220kV黎明变电站需按照相关要求输入 220kV黎明变电站，而终点处的黎明变

电站位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内，因此输电线路终点段将不可避免进入西

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线路不涉及风景名胜区的其他景区，与其他景区的距

离均超过 10km。

据《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将本项目与总体规

划分级保护区划范围进行叠加可知：工程有 2.532km输电线路和 0.202km电缆穿过西双

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三级保护区，包括 2.532km输电线路、0.202km电缆和 9

基塔（N25、N37、N38、N39、N40、N41、N42、N43、N44），工程不涉及其他保护

区，与二级保护区的直线距离为 0.94m。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67

图3-5 拟建工程与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置关系图

图3-6 拟建工程与勐仑景区规划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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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拟建工程与勐仑景区保护等级区位置关系图

图3-8 拟建工程在勐仑景区工程建设内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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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3 工程涉及风景名胜区段生态环境现状

（1）生态环境现状

工程穿越风景名胜区处位于勐仑镇西侧，属罗梭江右岸，整体地形起伏较小，属于

罗梭江宽谷盆地外围的丘陵区。由于靠近集镇区，且地势起伏较小，沿线人为活动显著。

现状主要为橡胶、香蕉、茶、咖啡、火龙果等经济作物和少量水田，外围就是公路及村

庄，仅局部残存少量片段化分布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和热性稀树灌木草丛，这一区域经调

查未发现国家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及古树分布；由于区域人为活动显著，线

路与既有公路伴行，沿线并有多处村寨，现状多为园地，区域活动的野生动物主要为白

喉红臀鹎、白鹭、苍鹭、山斑鸠、小白腰雨燕、家八哥、鹊鸲、灰腹绣眼鸟、凤头鹀等

农田或湿地鸟类，棕背树蜥、黑眶蟾蜍等两爬类和褐家鼠、黄胸鼠等伴人型啮齿类，没

有国家级和云南省级保护的野生动物。

（2）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工程穿越风景名胜区处位于勐仑镇西侧，风景名胜区内规划有 9处景点，包括 1处

人文和自然景点（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3处人文景点（城子村白塔、勐

仑城子傣寨、曼梭醒佛塔）、5处自然景点（罗梭江风景河段、石灰岩热带雨林、小黑

江、磨者河风光、天生桥），上述景点目前均保存较好，景观现状得到较好保存。

风景名胜区内有诸多村寨，各景点之外的一般区域因长期受到人为活动影响，现状

多为园地和耕地，并种植有大面积橡胶园，且风景名胜区内有多条高等级公路和地方道

路，景观质量整体较低。

3.6.5 拟建亚洲象国家公园以及亚洲象活动区域

3.6.5.1 拟建亚洲象国家公园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是欧亚大陆最大的陆生野生动物，世界重要珍稀濒危物

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为 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

录ǀ物种，具有极高的国际关注度和保护生物学价值，目前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习近

平主席多次对亚洲象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强亚洲象及其栖息地保护。

亚洲象分布区域面临着自然资源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脱贫攻坚任务繁重。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新的形势下有新的要求，开

展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因地制宜地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实施系统保护，建立健全自然

资源和生态保护长效机制，解决好跨地区跨部门的体制性问题，对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缓解人象冲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意义重大，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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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事业乃至美丽中国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一项重要

的公益性和基础性生态建设工程。云南省在国家公园建设试点方面的先行先试，为我国

建立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贡献了智慧和经验，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保护管理部门积

极而为，在亚洲象保护、中老跨境联合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通过长期的国家公

园试点和亚洲象保护经验累积，借助国家公园建设的机会，开展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

将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一项集保护、科研、宣教、展示、社

区发展于一身，融生态、社会、经济效益为一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亚洲象国家公园目前尚未取得批复，尚处于规划探索阶段。其规划范围位于云南省

西南部，北至临沧市耿马县勐简乡，南至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中老边境，东至勐腊

县勐伴镇中老边境，西至临沧市沧源县班老乡中缅边境，规划面积 4200平方公里（其

中，核心保护区 2288平方公里，一般控制区 1912平方公里），地跨普洱、西双版纳、

临沧 3个州（市），景洪、勐腊、思茅、沧源、耿马 5个县（市、区），涉及西双版纳、

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太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西双

版纳罗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景洪县级自然保护区等 6处自然保护地。

拟建亚洲象国家公园目前规划范围位于云南省西南端边境区域，地理坐标为东经

98°56′41.57″—101°50′2.56″，北纬 21°10′32.28″—23°40′32.35″。北至临

沧市耿马县勐简乡，南至勐腊县勐满镇中老边境，东至勐腊县勐伴镇中老边境，西至沧

源县班老乡中缅边境，涉及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 3个州（市），包括景洪、勐腊、思

茅、沧源、耿马 5个县（市、区），面积 4200平方公里。

本项目 N1~N19共 19基塔位于规划的亚洲象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线路以及塔基

均不涉及拟建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其中 N17塔基与核心保护区距离最近，为 7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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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本项目与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位置关系图

图 3-11 本项目与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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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2 亚洲象活动区域

根据 2022年 10月由国家林业昆明勘察设计院编制的《国道 G219线云南景洪（勐

宽）至勐腊（勐醒）段改扩建工程亚洲象及其栖息地影响专题评价报告》以及 2023年 3

月由昆明卓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勐腊县农业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对亚洲象及其栖

息地影响专题评价报告》，并结合近期对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的访问调

查确认：

2020年和 2021年评价区活动象群隶属于勐养亚种群，连续两年离开勐养保护区一

路南下，并在橄榄坝多次肇事，引起高度关注，故被称为“橄榄坝象群”。象群共 17

头，3头公象、14头母象，从勐罕镇活动至勐腊县勐仑镇范围，逗留于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勐仑片区，随后横穿勐仑保护区，期间于工程 N17~N18、N24~N27、

N29~N32段输电线路架空段往返穿越本项目。

评价区涉及 2020年和 2021年橄榄坝象群在勐仑子保护区南侧的往返线路，该象群

从勐仑跨过江进入关累镇藤蔑山村委会，沿回库新寨-坡头寨-丫口寨-半山寨-扎王-勐捧

农场九队-梭罗河活动至澜沧江边，后沿梭罗河返回半山寨，并沿旧龙-小新寨-回库大沟

-罗梭江返回勐仑。近 40年来仅 2020年和 2021年的 2月至 5月连续两年 1群亚洲象共

17头在项目沿线活动，活动频率较低。

据访问调查确认，橄榄坝象群已于 2021年返回勐养保护区，但在南下迁移过程中，

一雄性个体偶尔会离开象群独自活动，通过访问调查了解到该头大象于 2020 年~2022

年三年间也同样穿越过本项目输电线路架空区。根据近期的象群监测，亚洲象于 2021

年后（除那头公象在 2022年还在勐仑子保护区短期游荡之外）再未南下至勐仑一带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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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本项目与亚洲象活动轨迹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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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其他生态敏感区

本项目位于景洪市和勐腊县境内，其境内还规划有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

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易武州级自然保护区、景洪县级自然保护区、关累勐捧县级

自然保护区以及南腊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上述各生态敏感区与本项目最近距

离均超过 600m，不受工程建设的影响。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括 5个片区，线路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子

保护区最近的为勐仑子保护区，两者最近距离为 540m。

罗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景洪市和勐腊县境内，工程与其最近距离为 750m。

易武自然保护区位于勐腊县的东侧，工程与其最近距离为 30km。

景洪县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景洪市境内，工程与其最近距离为 1.35km。

关累勐捧县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勐腊县南侧，工程与其最近距离为 35km。

南腊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位于勐腊县东南侧，工程与其最近距离为 43km。

工程与景洪市和勐腊县境内各法定生态敏感区的位置关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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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本项目与周边法定生态敏感区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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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4.1.1 对生态系统面积的影响

（1）永久占地

工程永久占地合计 0.26hm2，为塔基占地，所占用类型主要以园地生态系统为主，

不占用季雨林，占用少量的常绿阔叶林，其中占用园地生态系统面积 0.23hm2，所占用

园地生态系统仅占评价区同类型的 0.017%，占用面积极小，且占用形式均为分离的塔

基点状占用，基本不会导致园地生态系统的面积减少，且永久占用部分可以通过区域耕

地占补平衡，消除不利影响。占用阔叶林生态系统主要是常绿阔叶林，面积 0.02hm2，

所占用阔叶林生态系统仅占评价区同类型的 0.005%，占用面积极小，影响极小。

综上，工程永久占地对各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影响轻微。

（2）临时占地

工程临时占地合计 1.57hm2。工程临时占用自然生态系统的面积共计 0.09hm2，为

草地生态系统和阔叶林生态系统。这部分占地为施工便道占用。施工便道人工、马驮或

简易运输将设备运至施工现场的简易道路，仅宽 1m，进行割草、去灌、修枝等措施，

不涉及砍伐树木，不会改变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工程临时占用人工生态系统 1.49hm2，其中占用园地生态系统 1.48hm2，占用耕地生

态系统 0.01hm2。属电缆沟、施工便道和牵张场以及塔基施工场地占用。总体而言，工

程临时用地属零散占用，且可在做好植被恢复的前提下，临时性工程和施工作业对各类

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轻微；且临时占地属暂时性的，将在施工结束后通过复垦恢复园地

种植条件。综上，工程临时占地对各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影响轻微。

表 4-1 工程实施前后评价范围生态系统类型变化表

生态系统性质 生态系统类型
现状面积
(km²)

永久占地
(hm²)

临时占地
(hm²)

自然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

系统
阔叶林生态系统 4.01 0.02 0.08

草地生态

系统
草丛生态系统 0.18 0 0.01

湿地生态

系统

湖泊生态系统 0.10 0 0
河流生态系统 0.17 0 0

小计 4.46 0.02 0.09

人工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

系统

园地生态系统 13.56 0.23 1.48
耕地生态系统 1.32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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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态

系统

居住地生态系统 0.68 0 0
工矿交通生态系统 0.77 0 0

其他 裸地生态系统 0.01 0 0
小计 16.34 0.24 1.49

合计 20.8 0.26 1.57

4.1.2 对生态系统斑块的影响

项目建设后，除人工生态系统中增加塔基外，自然生态系统不发生变化。

4.1.3 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4.1.3.1 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

工程引起的生产力总损失量为 2.58t/a，占评价区总生产力（28.52 ×103tt/a）的

0.00009%。其中，因永久占地损失的生产力为 0.3661t/a，因临时占地损失的生产力为

2.2115t/a，占比极低。而且随工程施工的结束，施工临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临时占地

损失的植物及其生产力将得到恢复。详见表 4-2。

表 4-2 工程建设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

景观类型
平均生产力
(t/hm2.a)

占地(hm2) 生产力损失(t.a)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阔叶林 2.2 0.02 0.08 0.044 0.176
竹林 3.1 0 0 0 0

稀树灌木草丛 0.09 0 0.01 0 0.0009
水域 0.45 0 0 0 0
园地 1.37 0.23 1.48 0.3151 2.0276
耕地 0.7 0.01 0.01 0.007 0.007
其他 - - - - -
合计 9.59 0.26 1.57 0.3661 2.2115

4.1.3.2 对评价区水土保持功能的影响

塔基建设施工要清除或清理地表植被，占压和破坏地表，这不仅使原有的植物资源

遭受破坏，而且开挖和填筑形成的裸露地表会造成水土流失，因占地面积小，所造成的

水土流失总量很小。对评价区水土保持功能的影响可以忽略。

4.1.4 对景观优势度的影响

因工程的施工建设对斑块比例、生态系统类型面积比例的影响，建成后生态系统格

局发生了些微变化，除塔基是新出现的外，其他生态系统的优势度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作为本底的园地景观未发生变化，而耕地或居住地景观则因评价区斑块数的增加而

导致优势度略有所下降。由此可以判定工程建成后园地景观仍然是该地区的本底，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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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质量仍具有关键性的调控能力，表明生态体系的生产能力和受干扰以后的恢复能

力与之前相差不大。因此，工程实施和运行不会改变区域的本底地位，对评价范围景观

质量影响较小。

表 4—3对评价区景观优势度的总体影响

斑块类型

Rd(%) Rf(%) Lp(%) Do(%)
实施

前

实施

后

实施

前

实施

后

实施

前

实施

后

实施

前

实施

后

变化比

例%
阔叶林景观 22.97 20.42 19.58 19.49 13.89 13.89 17.58 16.65 -0.93
草丛景观 7.66 7.63 7.68 7.79 8.12 8.12 7.89 3.71 -4.18
湖泊景观 6.98 6.98 13.56 13.56 9.38 9.38 9.83 9.83 0.00
河流景观 1.80 1.80 4.39 4.39 3.39 3.39 3.24 3.24 0.00
园地景观 35.14 31.32 73.24 79.27 54.26 54.26 54.22 50.39 3.83
耕地景观 13.06 13.01 13.06 13.68 5.86 5.86 9.46 8.17 -1.29

居住地景观 5.63 5.63 7.48 7.48 3.23 3.23 4.89 4.89 0.00
工矿交通景

观
6.31 6.31 19.06 19.06 1.98 1.98 7.33 7.33 0.00

裸地景观 0.45 0.45 4.01 4.01 0.12 0.12 1.18 1.18 0.00

4.1.5 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

工程建设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占地导致的生态系统组分永久发生变

化，由于工程永久占地涉及园地生态系统，面积较小为 0.23hm2，占用阔叶林 0.02hm2，

占用耕地 0.012hm2，占用面积极低。故工程实施后，生态系统类型面积仅下降了 0.0013%，

相较于整个评价区的园地生态系统可忽略不计。而其他各景观质量等级均未发生变化。

因此，工程实施前后评价区生态系统的质量基本未发生变化。

4.1.6 小结

4.1.6.1 对生态系统结构的影响

工程实施后，自然生态系统中除因项目建设永久占地使各类园地的面积有所减少

外，其他类型保持不变。项目建设后，除人工生态系统中增加塔基数量外，自然生态系

统不发生变化。生态系统格局中，除塔基是新出现的外，其他景观的景观格局未发生变

化，由于景观斑块的增加，耕地和居住地生态系统的优势度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

下降幅度极小，且作为本底的园地的优势度值仍然最高，占绝对优势，分布面积最大。

生态体系的生产能力和受干扰以后的恢复能力与之前相差不大。综上，工程实施和运行

不会改变区域的本底地位，对评价范围生态体系结构的影响较小。

4.1.6.2 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从生态系统生产力上看，工程建设造成生产力占评价区总生产力的 0.04%。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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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的结束，施工临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临时占地损失的植物及其生产力将得到恢复。

塔基建设施工要清除或清理地表植被，占压和破坏地表，这不仅使原有的植物资源

遭受破坏，而且开挖和填筑形成的裸露地表会造成水土流失，因占地面积小，所造成的

水土流失总量很小。对评价区水土保持功能的影响可以忽略。

4.1.6.3 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

总体上看，工程建设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体系、景观优势度、

生态系统质量及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轻微，工程建设并不会导致评价区园地生态系统

作为区域基质，控制系统内物质、能量与信息流动进程的基本特征。

4.2 对植被的影响

4.2.1 工程建设对植被的影响

工程建设占地 1.83hm²，其中农耕永久占地 0.26hm2，临时占地 1.57hm2。

（1）永久占地

工程永久占用各类植被共计 0.26hm2，为塔基占地。其中永久占地涉自然植被主要

是常绿阔叶林，面积仅为 0.02hm2，耕地面积仅为 0.012hm2，主要占用植被为园地，面

积为 0.23hm2，均属人工植被，所占各类园地的面积占评价区同类型的比例均不足 1‰，

对评价区植被的影响轻微。

工程永久占地不涉及沿线的半湿润季雨林，局部塔基占用位于林缘地带的山体中上

部的次生性季风常绿阔叶林，同时局部输电线路将上跨半湿润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

的分布区。根据现场调查，评价区季风常绿阔叶林的乔木层高度多在 15m以下，而半常

绿季雨林的乔木层高度能达到 25m。但由于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半常绿季雨林多位于地势

相对较低的箐沟内，而塔基多布设于沿线的丘陵的丘顶或低山的山脊处，处于周边地势

较高处，塔基呼称高均超过 20m，输电线路与沿线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半常绿季雨林的乔

木层顶高基本在 20m以上，输电线路的搭建不涉及对沿线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半常绿季雨

林的乔木层的砍伐或截顶。

（2）临时占地

工程临时占用各类植被共计 1.57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0.0.075%。临时占地不涉

及半常绿季雨林，仅施工便道的布设需占用 0.08hm2的常绿阔叶林和 0.01hm2的热性稀

树灌木草丛。此外还占用 1.48hm2各类园地，并临时占用耕地 0.01hm2。

临时占地不涉及沿线分布的半常绿季雨林，且使用无人机架设牵引绳牵引导线、牵

张工艺拉紧导线的施工工艺，施工建设不会对沿线局部地势起伏较大的箐沟内分布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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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季雨林造成影响。

临时占地对植被的破坏主要为建筑材料堆放、施工便道布置和电缆沟开挖等对植被

的压占，对灌草地的占用以及施工人员对植被的践踏，但由于为点状作业，单塔施工时

间短，建筑材料尽量堆放在塔基征地范围内，施工便道尽量利用已有道路或原有路基上

拓宽，牵张场地每 4~6km才设置一处，且牵张场多设置于塔基永久占地区利用塔基施

工场地区不再单独设置，电缆沟作业面宽度仅 2m，且长度仅 202m位于园地内。故临

时占地对植被的破坏是短暂的，并随施工期的结束而逐步恢复。

表 4-5 工程占地区域植被类型统计

植被类型 现状面积(km²)
占地面积(hm²)

永久 临时 合计

半常绿季雨林 1.16 0 0 0
季风常绿阔叶林 1.97 0.01 0.05 0.06

热性稀树灌木草丛 0.18 0 0.01 0.01
经济林 13.56 0.23 1.48 1.71
用材林 0.88 0.01 0.03 0.04
耕地 1.32 0.01 0 0.01
非植被 1.73 0 0 0
合计 20.8 0.26 1.57 1.83

综上所述，工程永久和临时占地主要以占用园地为主，局部占用少量次生化的季风

常绿阔叶林和热性稀疏灌木草丛。工程沿线分布的原生植被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半常绿

季雨林，现场调查确认评价区无热带雨林分布。工程永久占地区不涉及沿线箐沟内片段

化残存的半常绿季雨林，牵张场和施工便道的布设也避免了半常绿季雨林的占用，局部

塔基和施工便道零星占用少量片段化残存的坡地次生性季风常绿阔叶林，但面积极少，

合计 0.06hm2。且塔基施工和输电线路架设也不会对分布于低矮地势区的季风常绿阔叶

林和半常绿季雨林形成占用。工程建设不会对沿线残存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半常绿季雨

林造成影响，工程建设总体对沿线植被的影响有限。

4.2.2 工程建设对植被覆盖度的影响

工程建设对植被覆盖度的影响表现在施工永久占地区域因为建筑物或构筑物建设、

使地表植被清除后不能恢复；二是临时占地施工期结束后得到恢复，临时占用对植被覆

盖度的影响是短暂的、可恢复的。而永久占地的面积总计 0.32hm2，这部分占地为间隔

分布的点状工程，总的占地面积极小，不足以对整个评价区的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造成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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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陆生维管束植物的影响

4.3.1 对植物资源的影响

输电线路施工过程中如铁塔基础开挖、建筑材料堆放、铁塔组立、架线、施工人员

践踏等将对评价区内的植物资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工程占用的植被主要为园地

1.171hm2、常绿阔叶林 0.06hm2和 0.01hm2的稀树灌木草丛，占地区分布的植物是那些

种类上较多、分布较为普遍的植物，如香蕉、橡胶、茶、澳洲坚果、火龙果、余甘子、

中平树、破坏草、飞机草、类芦、粽叶芦、菅等，均为区域植被中常见的种类和优势种，

它们在评价区分布广、资源丰富，具有较明显的次生性，且本工程砍伐量相对较少，故

对植物资源的影响只是一些数量上的减少，不会对它们的生存和繁衍造成威胁，也不会

降低区域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本工程设计对避不开的片林，采用高跨方式通过，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植被的影响。

铁塔是立在山腰、山脊或山顶的园地内，不占用自然植被。两塔之间的树木顶端距离输

电导线相对高差大，一般不需砍伐通道，需砍伐的仅是园地塔基及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处

的经济植物，不会造成评价区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的减少。虽然局部占用 0.07hm2的

自然植被，但这部分用地可在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绿化得到有效恢复。

4.3.2 对重要植物物种的影响

（1）对保护植物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评价区内共记录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2种（金毛狗蕨、中华桫椤、

大叶木兰、合果木、大叶风吹楠、千果榄仁、勐仑翅子树、奶桑、红椿、硬叶兰、束花

石斛、鼓槌石斛），云南省级保护植物 1种（见血封喉），无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根据

现场调查，上述国家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评价区内零星散布，且与线路的各

塔基占地区尚有一定距离（最近的保护植物分布点与塔基的占地区相隔 60m），远离塔

基占地区以及塔基施工区。本项目永久和临时占地区均不涉及上述保护植物。

（2）受胁以及特有植物

根据现场调查，评价区内共记录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受威胁植物 36

种，中国特有植物 73种，云南特有植物 30种。项目永久占地所占用的园地不涉及受胁

植物以及特有植物；临时占地区所占用自然植被主要为少量片段分布于山体上方次生性

交严重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占地区内的植物均为当地的广布种和优势种，无受胁植物以

及特有植物分布，且本项目占地面积小，临时用地可在后期得到有效恢复。在此基础上，

项目建设在不占用受胁以及特有植物的情况下，对区域受胁以及特有植物分布相关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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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也极为轻微。

（3）对名木古树的影响

评价区范围内有 1株古树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位于 N8塔基的西南侧 229m处。

由于项目线路与附近古树名木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项目施工对项目附近的古树名木无

影响。

4.4 对陆生脊椎动物的影响

本项目作为输变电线路，对陆生脊椎动物的影响源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施工活动，

另一方面是施工占地。

由于本项目施工期短（工期仅 3个月），对周边动物活动的影响时间短，在短时间

的施工结束后在周边避离的野生动物又会回到施工活动区进行觅食等活动。

工程永久占地区仅散点状分布的塔基，其占地面积小，分布散，且塔基占地均位于

人为活动显著的园地，这一区域活动的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极少，除啮齿类和鹎科等伴

人型兽类和鸟类在此有少量栖居之外，一般不属于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生境；临时占地

则多为塔基施工区以及施工便道、电缆沟等，局限于短时间，其中牵张场多利用建设用

地、公路或塔基占地区，电缆沟施工作业面宽仅 2m，布置于终点连接变电站的园地内，

且临时占地在短时间施工结束将及时进行场地平整和修复。

综上，工程送出线路工程输电线路施工范围较小，工程建设影响的范围不大且影响

时间短，因此对野生动物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当植被恢复后，它们仍可回到原来的领域。

4.4.1 对两栖动物的影响

工程评价区记录有两栖类 7种，两栖动物主要栖息在评价区的河谷和箐沟区域，工

程输电线路建设主要在山梁上，工程不在水中立塔，不影响沿线水体环境，输电线路本

身对两栖动物的影响较小。对两栖动物的影响主要是输电线路建设期间由于基础设施的

建设可能导致水质的变化等几个方面：由于施工材料的堆放，随雨水冲刷进入水域，造

成水质的污染；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废水如直接排入河道也会造成水域的污染，

由于施工会导致水域附近的生境发生变化：施工过程会使该区域的人口密度增加，人为

活动频繁，如不加强管理施工人员可能捕食一些蛙类，这样就会导致该种群数量暂时减

少，另外，如果夜间施工，施工照明也会对两栖类的觅食活动产生影响。

4.4.2 对爬行动物的影响

工程评价区记录有爬行类 11种，由于施工爆破、施工便道的建设、施工人员的进

入，必然受到惊扰，由于原分布区被破坏导致这些动物迁徙到工程影响区外的相似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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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工程影响区植被覆盖率相对较高，环境状况良好，爬行动物能够比较容易找到新的

栖息场所，由于爬行动物具有较强的运动迁徙能力，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工程

建设可能会使一部分爬行动物迁徙栖息地，但对种群数量影响较小。总之，由于输电线

路建设影响的范围有限，只要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工程对爬行动物的影响轻微，且主

要是施工期间的影响。

4.4.3 对哺乳动物的影响

工程评价区记录有哺乳类 12种，施工期对兽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动物栖息觅食

地所在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对施工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林木的砍伐，爆破所产生噪声，

弃渣场、采石取土点等作业，各种施工人员以及施工机械的干扰等，使评价区及其周边

环境发生改变，受影响的主要是适生于低海拔灌草丛的小型兽类，如猪獾和赤腹松鼠等，

将迁移至附近受干扰小的区域，在施工区附近，上述兽类栖息适宜度降低，种类和数量

将相应减少，而伴随人类生活的一些啮齿目、食虫目其种群数量会有所增加，与此对应，

主要以鼠类为食的黄鼬等种群数量将会有所增加。工程建成后，随着植被的逐渐恢复，

生态环境的好转，人为干扰减少，许多外迁的兽类会陆续回到原来的栖息地。

4.4.4 对鸟类的影响

输电线路的选址与建设除考虑能源利用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对陆生脊椎动物的

影响，而输电线路的建设对陆生脊椎动物影响最大的是鸟类，尤其是候鸟。候鸟的特点

是迁徙尤其是以集群迁徙为主，如果输电线路选址于候鸟的迁徙通道，将可能导致大规

模鸟类撞击输电线路致死的惨剧。

根据《云南省候鸟迁徙通道重点区域范围（第一批）》，本项目线路的选择没有与

云南候鸟的迁徙通道重叠，对候鸟的迁徙影响不大。

除了法定的鸟类迁徙通道之外，云南的候鸟迁徙的大型通道主要有以下几条线路：

滇西横断山脉通道其包括高黎贡山与怒江迁徙路线；梅里雪山一怒山一碧罗雪山与澜沧

江流域迁徙路线；云岭、罗坪山、点苍山、无量山、哀牢山与红河路线。滇东—滇中高

原通道包括滇东北一滇中 滇东南明晰通道；金沙江河谷滇中高原模糊通道；滇东北滇

东岩溶地区模糊通道。本项目均不涉及上述候鸟迁徙通道。

输电线路工程对鸟类的影响主要是对当地留鸟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对鸟类飞行的影响

鸟类一般具有很好的视力，它们很容易发现并躲避障碍物，在飞行途中遇到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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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在大约 100—200m的距离下避开。因此，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鸟类误撞输电线路

的概率很小。但是，在鸟类迁徙遇到逆风条件下，飞得很低，撞在障碍物上的概率会增

加。另外，在夜间或在有雾、烟、密云和蒙蒙雨、透视度很低的白天，发生误撞而死亡

的概率也会提高。

目前关于输变电工程线路建设导致鸟类死亡的报告也经常见诸报端，甚至有接到鸟

类在高压线上触电死亡的说法。但分析发现，这些调查和报道多限于 35kV及以下电压

等级的线路，对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线路的报道则鲜有耳闻，可能与 35kV及以下电

压等级线路导线细、线间距小导致不容易被观察到等因素有关。

2）对鸟类迁徙的影响

评价区内本次调查到的鸟类中以留鸟为主约占 71%，候鸟仅占约 29%，项目线路与

云南候鸟迁徙通道不重叠，对候鸟迁徙几乎无影响。在迁徙途中，普通鸟类飞翔高度在

400m以下，鹤类在 300～500m。鹳、雁等最高飞行高度可达 900m。输变电工程杆塔及

导线的高度一般在 60m以下，远低于鸟类迁徙飞行的高度，因此一般情况下输电线路杆

塔对鸟类迁徙影响不大，主要对少数飞行高度较低的候鸟迁徙构成威胁。

沿海湿地、內陆湖泊、水库、沼泽和其他湿地由于具有丰富的鸟类食物，又为鸟类

提供了很好的隐蔽条件和适宜繁殖的环境，往往是鸟类迁徙途中停歇较长时间的停歇地

和觅食地，或是一些鸟类的繁殖地。鸟类在这里停留期间，频繁地起飞、降落。在这些

地区兴建输变电工程，必然会增加鸟类误撞而导致死亡的概率。但本项目线路主要经过

的山地，水域湿地鲜见，所以对飞鸟的影响有限。

3）电流噪声和电磁环境影响

输变电线路营运的噪声、电磁辐射可能会对鸟类造成潜在的威胁和影响，干扰动物

的生殖活动和行为。部分报道称噪声和电磁辐射会导致动物的内分泌紊乱、失调，以及

一系列不良反应，另外一些报道称输变电工程产生的电磁场可能会对迁徙途中鸟类辨别

方向的神经系统产生干扰作用，导致鸟类迷失方向。但目前科学界对输变电工程电磁环

境的影响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4）栖息地减少的影响

输变电线路建设塔基和场内公路将占用一定面积的植被，根据现场调查并根据国土

三调数据核实，本项目塔基和临时设施占地主要占用园地，局部占用及少量的林缘阔叶

林地和草地，不属于评价区鸟类的主要活动和栖居场地。且鸟类将对整个输变电线路区

都有明显的避让行为，施工建设会对在这一区域活动的鸟类暂时避离施工区活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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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后，鸟类将逐渐适应输变电线路对栖息地影响，鸟类组成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综上所述，输电线路施工期的主要影响体现在施工占地缩小鸟类的栖息地，施工噪

声对鸟类有一定影响等。施工期间各种施工机械，尤其是爆破噪声源以及由于爆破引起

地表震动会对鸟类产生一定的惊吓。

总之，输电线路建设对陆生动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鸟类的影响，而对两栖类、爬

行类和哺乳类 3类动物资源的影响较小，且随施工结束影响不断消减。

4.4.5 对重要动物物种的影响

本工程建设线路不涉及野生动物的主要觅食、繁衍、迁徙（移）等重要生境，项目

建设仅项目施工期对野生动物存在一定的影响，由于野生动物均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

能够主动回避项目施工期带来的影响，且伴随着项目施工结束后野生动物的生存活动将

几乎不受影响。

在工程评价区内，记录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种（亚洲象）；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6

种，均为鸟类（黑翅鸢、黑鸢、普通鵟、凤头鹰、红隼、褐翅鸦鹃）；评价区记录有《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收录的受胁物种 1种，为极危种（亚洲象）。

表 4-6 工程建设对评价区重要动物物种影响一览表
物种名称 工程影响情况

亚洲象

近 40 年仅 2020 年和 2021 年有 17 头亚洲象由北向南短期多次往返本项目南北侧，但

影响评价区由于多为园地，仅局部河谷残存极少量破碎且面积较小的半常绿季雨林和

季风常绿阔叶林，其适生面积仅约 3km
2
,工程建设占用面积极小，不足 0.01%，不会导

致其适生面积的减少，且工程作业时间短，影响有限。

褐翅鸦鹃

施工活动导在施工区及周边 300m 范围内活动的极少个体远离施工占地区活动，影响

个体在 10 只以内，由于评价区广泛的园地垦殖，评价区内适生生境面积不足 1km
2
，

工程建设仅占用园地，不会导致其适生生境面积减少，影响有限。

黑翅鸢、黑鸢、

普通鵟、凤头鹰、

红隼

施工活动惊扰造成附近偶然出现的个体避离至周边区域活动，活动范围广，飞行速度

快，但由于评价区广泛的园地垦殖，猛禽类的适生生境面积不足 1km
2
，工程建设仅占

用园地，不会导致猛禽类的栖息生境面积减少，影响有限。

（1）对亚洲象的影响

工程输电线路的评价区以人工橡胶林、经济果木林为主，仅局部河谷以及陡坡残存

极少量破碎且面积较小的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其适生面积仅约 3km2。且

由于这些破碎的生境面积极小，并不能为亚洲象提供足够面积的栖息场所，并不适宜亚

洲象栖居。且亚洲象在这一区域活动频次低，近 40年仅为 2次。输电线路共有 7处跨

越象群的偶然活动轨迹区，但塔基占地区不涉及亚洲象以往的活动轨迹，且塔基占地为

点状占地，点状间隔排布的塔基设置不会对象群偶尔的活动产生阻隔。象群在工程线路

所在区域进行南北向的短期往返活动而不停留。而且工程建设不占用半常绿季雨林，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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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季风常绿阔叶林段为分散的点状和施工便道零星占用次生林缘片段，基本不会导致其

适生面积的减少，且工程作业时间短，影响有限。

（2）对其他重要动物物种的影响

工程输电线路的评价区主要以人工橡胶林、经济果木林为主，仅在局部地区分布有

小面积的次生天然林。6种重要鸟类虽然在整个评价区上方有可能出现进行飞行活动，

但其均栖居于保持较为完整的各类林地，评价区的林地呈破碎的斑块化残存，仅属于这

些重要鸟类的较适生生境。且工程影响和破坏的生境，主要为园地和小面积林缘次生阔

叶林及草地，不属于重要动物物种的栖居和适生生境，影响有限。更何况 6种鸟类都有

极强的迁移能力，它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会主动迁移到邻近的相似生境中，达到避

害的目的。

所以，工程建设对这些重要动物的影响有限。

4.4.6 对野生动物影响的评价结论

由于线路穿越区域均为人为活动显著区，现状均为各类园地，仅部分箐沟和陡坡尚

残存零星的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并在局部山坡有小面积热性稀树灌木草

丛。但这些用地类型面积较小，且被园地围垦，呈破碎的小斑块散布，已极难作为野生

动物的栖息和繁衍生境。工程施工过程中噪声和人为活动增加，将进一步到这些区域活

动的野生动物避离至施工影响区之外活动。

从总体上，线路施工和运营对野生脊椎动物的影响十分有限，对野生脊椎动物的多

样性和种群数量均不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4.5 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本项目占地 1.83hm2，其中永久占地约 0.26hm2、临时占地约 1.57hm2，根据设计资

料，本项目永久占地为塔基建设用地，为点状间隔式占地，数量有限，单个塔位占用面

积较小，仅限于每一座铁塔的四个支撑脚和钢管塔的地上基础部分，地块均已获得相关

用地审批；线路施工为临时占地，呈点状区域分散在线路沿线，施工结束后可恢复原土

地利用类型。

项目总占地 1.83m2，其中，占用橡胶园比例最大，约 1.6hm2，占比 87.43%；其次

为占用乔木林地 0.1hm2，占比 5.46%，占用果园 0.09hm2，占比 4.92%，占用茶园的比

例为 1.09%，而占用水田、旱地和草地的比重均不足 1%。由于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不足

2hm2，且永久占地仅 0.26hm2，而且工程占地所占用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占评价区

同类型土地面积的比重均不足 1%，工程的建设不会改变现有评价区的土地利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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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工程占地一览表
土地利用类型 项目永久占地(hm2) 项目临时占地(hm2) 合计(hm2) 比例（%）

茶园 0.01 0.01 0.02 1.09
果园 0.04 0.04 0.09 4.92

橡胶园 0.18 1.43 1.6 87.43
水田 0.01 0 0.01 0.55
旱地 0 0.01 0.01 0.55
草地 0 0.01 0.01 0.55

乔木林地 0.02 0.08 0.1 5.46
总计 0.26 1.57 1.83 100.00

4.6 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

4.6.1 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

（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

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项目塔基选址点位

不涉及占用景洪市和勐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

因项目起终点制约，并受生态保护红线分布、线路线性工程和地形地质条件的限制，

项目 N8-N9、N33-N34、N34-N35、N36-N37 之间的输电线路合计 397m跨越生态保护

红线，所跨越生态保护红线为南部边境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为

生物多样性维护。

四处导线跨越生态红线处，生态保护红线均位于箐沟内，而两侧的塔基则在两侧山

体的高地，下导线对跨越的生态红线高度均超过 50m。基于跨越生态保护红线的导线与

下方生态红线高差较大，导线下方不砍伐线路通道树木，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跨越生

态保护红线段的塔基与相邻的生态保护红线的直线距离分别为：N8 为 290m、N9 为

305m、N34为 12m、N35为 10m、N36为 10m、N37为 23m，可见 N34、N35、N36和

N37塔虽然不直接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但其占地区与生态保护红线距离较近，施工过程

中若不严格控制施工用地红线，施工人员越界施工等将可能对塔基邻近的生态保护红线

造成破坏。

下阶段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施工人员的宣贯，并严格划定施工用地红线，严禁施工

人员滥砍乱伐，严禁施工人员越界施工。本项目塔基施工时，设计施工方案均已安排施

工人员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绕行至塔基位置实施掏挖基坑和组立铁塔，使用无人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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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牵引绳牵引导线、牵张工艺拉紧导线的施工工艺，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设置“三

场”以及牵张场、施工营地、电缆沟、施工道路等施工场地，在生态保护红线内无人为

活动，无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

总体而言，本项目采用无害化方式以输电线路形式上跨生态保护红线，在严格控制

施工用地红线、规范施工的前提下，本项目建设对穿越段生态保护红线无影响，本项目

的建设不会导致项目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显著减少、功能降低、性质改变。

4.6.2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影响

根据《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年）》，本项目全线均

位于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所涉及区域属云南南部边缘热带雨林区下辖的 2-4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区，建设内容包括 18.48km输电线路和 43 基塔。

根据现场调查，并结合国土三调数据，由于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大，评价区已几乎被

经济林所替代，已无典型的热带雨林分布，仅局部陡峻河谷残存少量片段化带状分布的

自然植被，类型主要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半常绿季雨林。现场记录到有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合果木、金毛狗、红椿、奶桑、千果榄仁和兰科等多种石斛等，这些保

护植物均位于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半常绿季雨林的林下或林缘区域，且本项目永久和临时

占地区均不涉及占用保护植物，不会导致区域分布的保护植物的个体数量减少。

工程穿越区域属于亚洲象的偶然活动区，近 40 年仅 2020 年和 2021 年有 17

头象组成的象群短时间多次往返于本项目南北侧，工程所经区域基本为园地，局

部箐沟以及部分山坡残存小而破碎的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但面积极小

无法作为象群的栖息地，仅为象群提供游荡过程中的停歇点。且工程仅局部以输

电线路的形式上跨而不占用半常绿季雨林，所占用季风常绿阔叶林均为半坡被园地

包围的次生类型，工程施工期短对象群活动无影响。

工程穿越该段无保护鱼类分布，工程沿线还有保护鸟类 6种（黑翅鸢、黑鸢、普

通鵟、凤头鹰、红隼、褐翅鸦鹃），评价区仅为上述保护鸟类的少数个体偶然活动区域，

不属于其的主要活动区域。

本项目永久占地为塔基建设用地，为点状间隔式占地，数量有限，单个塔位占用面

积较小，仅限于每一座铁塔的四个支撑脚和钢管塔的地上基础部分，占地区主要为园地，

且各地块均已获得相关用地审批；线路施工为临时占地，呈点状区域分散在线路沿线，

施工结束后可恢复原土地利用类型。

工程穿越优先保护区的生境现状多为园地，由于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大，评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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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残存的自然植被极少，且主要位于箐沟和陡坡，工程塔基则多选址于区域地形相对较

高的高地处，不会对自然植被形成占用。而临时用地的布置也以占用园地为主，仅局部

塔基和施工便道零星占用少量次生性的自然植被，面积仅 0.07hm2，其中次生性的季风

常绿阔叶林 0.06hm2，热性稀树灌木草丛 0.01hm2。因此，线路的布置不会对区域动物的

主要活动生境形成切割，有效保障了当地植被和陆生动物生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对该区域分布及活动的野生动物的迁移、散布、繁衍影响小，不会导致区域活动的

动物的种群数量减少。

综上，工程全线均位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区，但评价区无热带雨林残存，工程永

久占地区主要为园地，仅局部占用少量次生化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在严格控制施工作业

范围的前提下，工程的建设不会导致区域自然植被的面积显著减少、物种种群显著降低，

不会对该区域生物多样性产生显著影响。且施工完成后，及时选用乡土树种进行绿化恢

复，可有效减缓工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2012-2030 年）》

的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利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只

要严格落实相应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保护措施，降低区域人为干扰，项目的建设和运

营对云南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影响有限。

4.6.3 对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影响

4.6.3.1 工程涉及风景名胜区对应保护区的相符性分析

拟建工程涉及风景名胜区部分全部属于三级保护区。三级保护区以保持和恢复景观

风貌和生态环境为主。

景观风貌：本项目对景区内各景点规划及游线组织并未造成影响，未对景区旅游观

赏及体验对象造成破坏；项目本身地理条件及周边控制因素限制，景区部分海拔在 583m

到 657m之间，加之塔杆及塔基高度，局部地段会暴露在主要景观点及游线视线之下。

考虑到本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采取一定措施降低拟建项目对景观风貌的视觉影响，常

用手段有于主要景观点及游线驻足点到项目裸露部分的视线廊道上采取种植隔离。

恢复生态环境：一方面是位于景区内塔基共 9座，总面积约 580.7㎡，且均采用斜

柱式基础、人工挖孔桩基础和掏挖基础，以最大限度减少施工过程水土流失。另一方面，

《风景名胜区条例》及报告本身也要求建设单位在施工结束后两个月内对施工造成的生

态环境进行恢复。再者；从施工过程到后期运营，也可采取一些其他工程措施恢复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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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拟建项目对保持和恢复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虽有一定影响，但均可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解决或降低，故符合景区保护区划三级保护区的管理要求。

4.6.3.2 对风景名胜区景点及景观的影响

拟建工程涉及风景名胜区段位于勐仑景区的罗梭江西岸，勐仑景区共有景点 9个，

拟建工程与勐仑景区各景点关系如下：

图4-2 拟建工程与勐仑景区景点位置关系示意图

表4-8 工程与勐仑景区景点关系表

景点 资源重要性等级 资源敏感度等级 资源保护等级
直线距离

（km）

城子村白塔 二级 敏感 五级 1.89

勐仑城子傣寨 三级 敏感 六级 1.59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特级 敏感 三级 1.93

罗梭江风景河段（局部） 二级 较敏感 六级 0.71

曼梭醒佛塔 三级 敏感 六级 2.45

石灰岩热带雨林 一级 很敏感 三级 6.33

小黑江（局部） 三级 较敏感 六级 9.27

磨者河风光（局部） 二级 较敏感 六级 13.65

天生桥 三级 敏感 六级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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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仑景区内的 9个景点之中，与拟建工程距离最近的为罗梭江干流，保护等级较低

（六级），其局部河段与拟建工程直线距离为 0.71km。由于风景名胜区内工程不跨越罗

梭江，故不会对罗梭江干流的景观产生直接影响。且拟建工程涉及风景区内包括 2.532km

输电线路和 0.202km电缆以及 9基塔，工程与罗梭江干流景观之间有国道 G8511高速

公路、G213 城子公路和其他地方公路等人工线性构筑物以及村寨和农耕地与拟建工程

并行，拟建工程布线段沿线景观质量低，而罗梭江段的东岸为农村地区，无供游览的沿

河观景道路， 故拟建工程的建设对勐仑景区的整体景观影响很小。

其余的景点均距离工程超过 1.5km 并有园地、山丘与之相隔，且除了勐仑城子傣

寨外其余景点均位于景区主要通行道路的另一侧，可在道路沿线种植相对较高的行道

树，使其视线影响进一步减小。勐仑城子傣寨与工程在道路同侧，民族村寨类景点，村

寨内及村寨周围植被茂密，形成了一道天然的视线挡墙，工程建设对该景点的影响微乎

其微。工程建设对勐仑景区的景点景观影响同样很小。

洛科大寨光伏

电站 110kV送

三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图4-3 拟建工程与勐仑景区内周边景点位置关系示意图

4.6.3.3 对风景名胜区功能结构完整性的影响分析

《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于 2011年由国务院审定

同意，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建城函〔2011〕240号《关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的函》进行了批复，该规划是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和开发建设的纲领性文

件，在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内的各项建设活动均应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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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西双版纳风景名

胜区分为九个片区：勐腊景区、孔明山景区、勐仑景区、勐罕景区、路南山景区、布朗

山景区、安麻山景区、大勐龙景区、曼飞龙景区。其范围内还包括外围景点 20个。

经叠图分析，拟建项目虽从勐仑景区边缘地带穿过，但未对景区内实际观赏、服务

等板块造成分割，加之以电缆架空方式穿过风景名胜区，对与其他片区的联系未造成影

响。同时工程与其他景区距离较远。故而不会对风景名胜区结构的完整性产生影响。

4.6.3.4 对风景名胜区功能分区的影响分析

根据《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5），西双版纳风景名

胜区划分为：热带雨林区、一般林地区域、农田耕作区、河流水系区、特色村寨及宗教

建筑区、旅游服务区、一般村镇居住区、风景生态培育区 8类功能区。

经拟建工与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功能分区叠图，本项目涉及风景区部分均属于一般

林地区域，即风景名胜区内的次生植被、橡胶林及其他经济作物种植区域。此区域可开

展观光旅游、康体旅游、休闲旅游等，包括路南山、曼飞龙、大勐龙、孔明山及分布于

各景区内的上述区域组成。而且根据现场调查，线路穿越风景名胜区段已被垦殖为园地

和少量耕地，几无其他植被分布。

结合勐仑片区的发展规划，拟建工程沿线未涉及观光旅游、康体旅游、休闲旅游等

旅游设施线路，项目也未对两片区内的发展规划目标造成破坏。故此，项目对景区的功

能分区无影响。

4.6.3.5 主管部门意见

本项目已编制《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 kV送出线路穿越西双版纳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选址论证报告》，并于 2023年 11月 10日取得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

选址方案的审查意见（腊林函〔2023〕409号）。项目建设符合云南省能源发展总体方

向，作为绿色能源开发，能促进地方能源建设，完善能源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符

合国家加强新能源建设的相关政策。项目建设确实需穿越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

区，且无法避让，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同意该项目选址。并对项目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 kV送出线路穿越

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选址论证报告》操作，不得擅自更改选址位置、扩大范围、

改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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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 kV送出线路穿越

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选址方案的审查意见》的要求实施。

三、建设单位要严格根据环境及景观保护措施进行施工，保护好周围古树名木、林

草植被等。施工完毕后要加强绿化植被和生态环境的恢复，使工程对区域景观的影响减

到最小。

4.6.4 对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影响

（1）对拟建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影响

本项目 N1~N19穿越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线路以及塔基均不涉及拟

建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

按照《亚洲象国家公园设立方案》（上报稿）阐释"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禁止开发

性、生产性建设活动，除《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一般控制区规定的 9类活动外，国

家公园管理机构在确保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开

展相关活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2年 6月 1日印发的《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第

十八条规定的 9类活动中的第（七）类规定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

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

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项目已纳入组织审查通过的《景洪市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而本项目作为其送出线路已列入《云南省能源局关于印发云南

省 2022 年新能源建设方案的通知》（云能源水电〔2022〕176 号）、《云南省发展和

发展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做好 2023年新能源项目并网投产有关工作的通知》

（云能源水电〔2023〕150 号）投产项目清单，属云南省重点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如前所述本项目的建设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功能影响轻微，本项目建设不与《国家公园管

理暂行办法》以及《亚洲象国家公园设立方案》（上报稿）的相关保护要求相冲突。而

且本项目在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范围内为点状间隔式占地，数量有限，单个塔位占用

面积较小，仅限于每一座铁塔的四个支撑脚和钢管塔的地上基础部分，地块均已获得相

关用地审批；线路施工为临时占地，呈点状区域分散在线路沿线，施工结束后可恢复原

土地利用类型，故本项目的建设对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影响极为有限。

（2）对亚洲象活动的影响

工程输电线路的评价区以人工橡胶林、经济果木林为主，仅局部河谷以及陡坡残存

极少量破碎且面积较小的半常绿季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其适生面积仅约 3km2。且

由于这些破碎的生境面积极小，并不能为亚洲象提供足够面积的栖息场所，并不适宜亚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94

洲象栖居，象群仅在工程线路所在区域进行南北向的短期往返活动而不停留。而且工程

建设不占用半常绿季雨林，占用季风常绿阔叶林段为分散的点状和施工便道零星占用次

生林缘片段，基本不会导致其适生面积的减少，且工程作业时间短，影响有限。

近 40年来仅 2020年和 2021年的 2月至 5月连续两年 1群亚洲象共 17头在项目沿

线活动，活动频率较低。输电线路 N17~N18、N24~N27、N29~N32 共计 7处涉及其偶

然的活动区，属其游荡活动轨迹穿越区。换言之本项目跨越亚洲象活动轨迹处亚洲象活

动次数不多，近 40年仅为 2次。输电线路共有 7处跨越象群的偶然活动轨迹区，但塔

基占地区不涉及亚洲象以往的活动轨迹，且塔基占地为点状占地，点状间隔排布的塔基

设置不会对象群偶尔的活动产生阻隔。由于历史记录的象群在这一区域活动和停留时间

短，象群在该路段活动短暂停驻的目的以食用玉米和香蕉、芭蕉为主。因此工程的建设

不会导致其栖息地面积的减少，而另一方面是食源，本项目属线性工程，塔基点状占地

不会减少其食物资源，对区域象群觅食对象造成的损失极为有限，且区域作物属当地居

民季节性种植所得。除了成熟季的水稻和玉米以外，线路穿越区基本不具有象群长期取

食和休憩的价值。

工程穿越亚洲象以往的活动路线以架空的输电线路形式，线路与亚洲象活动轨迹交

叉处的离地高度多超过 30m。而塔基和输电线路的建设时间短，工期仅需 3个月，由于

项目施工布置作业面小，且工期短，在合理安排各塔基及搭线工程的前提下，可避免施

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人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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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保护措施

5.1 生态保护措施制定原则

根据各评价因子的现状评价和影响预测结果，遵循以下原则，拟定环境保护对策与

舒缓措施。

预防原则：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限制和约束占地规模、强度或范围，使

环境影响最小化。

减量化原则：通过行政措施、经济手段、技术方法等降低不良环境影响。充分考虑

工程占地、施工工程量等对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减少施工占地和工程量。

修复补救原则：对将要受到影响的环境进行修复或补救，对已经受到影响的进行修

复或提出政策性建议。

重建原则：对于无法恢复的环境，通过重建的方式替代原有的环境。针对占用土地

资源的情况，提出土地利用和景观设计方案。

5.2 生态保护避让、减缓、恢复和补偿措施

5.2.1 生态保护避让和减缓措施

5.2.1.1设计期生态避让和减缓保护措施

（1）根据评价范围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分布与线路的关系，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和管

理工作：向施工人员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严禁施工人员猎捕。

（2）应考虑线路建设与周围景观的协调性，要有详细的景观建设及恢复规划。

（3）对一些生活设施、施工生产等及各种加工厂等的选址应避开生产力较高的林

地区域及基本农田区域，施工便道及永久性道路尽量不要从成片的林地穿过。

（4）在植被生态恢复设计中除考虑选择适合当地适生速成树种外，在布局上还应

考虑多种树种的交错分布，提高评价区内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和植被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增加抗病害能力，并增强线路廊道自身的稳定性。树种种苗的选择应经过严格检疫，防

止引入病害。

（5）在林区施工应优化施工方案，抓紧施工进度，尽量缩短在林区内的施工作业

时间，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惊扰。

（6）牵张场和跨越区尽量设置于既有道路、建设用地以及塔基的永久占地区内，

对于其他临时用地占用的耕地和园地的，建议对农民进行补偿，施工后及时做好复耕工

作；工程占用林地的需在开工前需办理相关耕地征占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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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施工期生态避让和减缓保护措施

（1）提高施工人员的保护意识，严禁捕猎野生动物。施工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严禁在施工区及其周围捕猎野生动物，特别是国家保护动

物，在施工时严禁进行猎捕，严禁施工人员和当地居民捕杀两栖和爬行动物，严禁捕捞

罗梭江及其支流鱼类。

应该在醒目地方立警示牌，从严格占用征地红线范围外的土地，加强护林防火，严

禁野外用火，爱鸟护鸟，严禁捕杀野生等角度当地居民宣传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通

过宣传加强群众对环境保护的进一步认识。除此之外，可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电影、

幻灯、宣传画、报告会等活动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广泛普及鸟类知识，介绍观察、保护

鸟类的方法，提高广大群众和现场工作人员对鸟类重要性的认识。

（2）野生鸟类和兽类大多是晨昏外出觅食，正午休息。为了减少工程施工噪声对

野生动物的惊扰，应做好施工方式和时间的计划，并力求避免在晨昏和正午施工。

（3）保存占用土地表层熟化土，为植被恢复提供良好的土壤。施工结束后及时清

理、松土、覆盖熟化土，复种或选择当地适宜植物及时恢复绿化。对线路沿线坡度较缓

的常绿阔叶灌丛的实施封山育林，促进植被恢复。

（4）施工中除必须除去的植被外，应尽量少破坏路线两侧的森林植被，严禁滥砍

滥伐、严禁在线路两旁放牧，以免造成水土流失或潜在的地质病害。

（5）运输、取土、弃渣过程必须严格划定车辆行驶路线，尽量利用已有道路，避

开有植被的地方。施工中禁止随意开辟施工便道。

（6）在施工期间，施工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严禁在施工区乱砍滥伐。

（7）线路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引入大量的现代运输设备和人员，人员和设备的

运输可能无意引进外来物种，在施工中严格加以控制，一旦发现有引入的外来物种，应

采用人工拔除的方法将其彻底消灭。要尽快恢复工程建设中破坏的植被，尽量减少外来

物种可利用的生境，以防范和限制外来物种入侵。

（8）施工期如遇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如褐翅鸦鹃和黑翅鸢等重点保护动物时，严禁

伤害；如遇到野生动物受到意外伤害，应立即与当地野保部门联系，由专业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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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营运期生态避让和减缓保护措施

（1）投入一定经费对工程临时工程涉及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和稀树灌木草丛进行恢

复。

（2）拆除各种临时设施；清除碎石、砖块、施工残留物等影响植物生长和影响美

观的杂物，恢复斑块间的连通性，以有利于生物的迁移。重建受损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破

碎退化的生境，恢复区域景观生态体系的完整性。

5.2.1.4 重要野生植物避让和减缓保护措施

评价区记录有 12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和 1种省级保护植物，虽然分布地段无塔基

施工，施工活动对其无影响。但在距施工区较近的区域，需要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在

施工时要尽量避免到处走动，以免误伤保护植物。

下阶段若塔基位置发生变化或调整，应在施工前开展专项调查，如发现有珍稀保护

植物及古树名木时，原则上采取适当避让措施，无法避让时，立即上报主管部门，协助

进行移栽；禁止乱砍滥伐，做好物种保护。

5.2.1.5 重要野生动物避让和减缓保护措施

加强施工期间施工机械噪声和人员活动噪声的管理，以确保施工期对陆生野生动物

的影响降到最小。

在施工期加强管理，杜绝各种污水的无组织排放，确保塔基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

于洒水降尘，不外排，并做好施工临时措施，线路施工对罗梭江支流以及下游罗梭江的

鱼类生境不会产生影响。

虽然这一区域不属于亚洲象的主要活动区，但仍应做好施工布置，施工前到当地林

草部门了解亚洲象活动动态，若施工期间有亚洲象在项目区及周边活动应将应塔基施工

应避开亚洲象活动期，避免施工过程中引发人象冲突。

5.2.1.6 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避让和减缓保护措施

禁止在风景区内设置牵张场和弃渣。严格控制施工界线，不得在风景名胜区内随意

开挖，禁止随意扩大占压、扰动面积及破坏风景名胜区的。

采用先进的施工工艺和机械设备，降低噪声、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以减轻对风

景区的影响程度。

施工单位应制定行之有效的污染防治和水土流失防治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周

围景物、水体、林草植被、野生动植物资源、地形地貌和风景名胜资源，确保建设项目

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不得就地取材、乱倒渣土、乱扔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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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 生态保护红线避让和减缓保护措施

设计施工方案均为人员施工期间应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绕行至塔基位置实施掏

挖基坑和组立铁塔，使用无人机架设牵引绳牵引导线、牵张工艺拉紧导线的施工工艺，

不得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设置“三场”以及牵张场、施工营地、电缆沟、施工道路等

施工场地，不得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人为活动，不得在生态保护红线地表布设永久和

临时用地。

可见 N34、N35、N36和 N37塔虽然不直接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但其占地区与生态

保护红线距离较近，施工过程中若不严格控制施工用地红线，施工人员越界施工等将可

能对塔基邻近的生态保护红线造成破坏。

5.2.1.9 优先保护单元避让和减缓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的具体措施

①做好施工设计，加强施工管理。在优先保护区内项目施工用地生态保护和生态恢

复措施需纳入工程设计文件，工程投资中予以重点考虑。塔基尽量落在植被稀疏并便于

施工区域；跨越林区时采用高跨方案（抬高架线高度、避让等措施），减少砍伐林木。

塔基的设计因地制宜采取全方位长短腿配高低基础，最大限度地适应地形变化的需要，

避免塔基大开挖，保持原有的自然地形，尽量减少占地和土石方量，保护植被生态环境。

②在施工过程中，做到地质勘察，科学合理制定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土壤侵蚀

程度及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施工现场使用带油料的机械器具，采取措施防止油料跑、

冒、滴、漏，防止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

③运输水泥等车辆采用封闭式运输，散料运输车辆采用加盖篷布和湿法相结合的方

式，减少粉尘传播途径。施工物料运输路段每天清扫、洒水，减少道路二次扬尘。及时

清扫地面大块散落物及施工公路的养护，减少扬尘对大气的污染。物料堆放时加盖篷布。

④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取用建筑材料，避免破坏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自然景观。施工

期避开雨季。在土方开挖回填时避开雨季，雨季来临前将开挖回填、弃方的边坡处理完

毕，减少水土流失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

⑤塔基混凝土养护采用薄膜对塔基外露面混凝土进行覆盖密封保温保湿，或先用吸

水材料覆盖塔基外露面混凝土，再在吸水材料上洒水，根据吸收和蒸发情况，适时适量

补水，严禁采用在外露面直接洒水的方式，确保养护过程中无养护水漫流。

（2）对生物群落减缓影响的具体措施

①施工期加强对当地居民和施工人员保护生物群落的法制教育宣传，禁止砍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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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破坏植被等对生物群落产生不利影响的活动。

②加强对野生动物生境质量的保护，对施工人员加强管理，要求施工人员远离野生

动物的栖息地，实行野生动物保护的接近控制。施工活动尽可能不干扰野生动物的栖息

活动，保证其较高的生境质量。

（3）对种群/物种减缓影响的具体措施

①工程施工时，不攀折植物枝条，不高声喧哗，以免影响动植物正常的生长和活动。

②规范施工人员行为，不准随便破坏动物巢穴，严禁捕杀野生动物。约束其在非施

工期间的活动范围，本工程不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如发现珍稀保护动物幼巢，原则上

采取避让措施，并上报林业主管部门，禁止随意破坏。

（4）临时施工场地保护措施

根据现有塔基设置位置，拟建塔基所在区域已有村道连接，项目通过小型货车沿现

有村道运输至塔基拟建处附近，不需要进行道路拓宽。材料运抵塔基拟建地附近公路后，

建设单位及时组织人力，通过人背马驮的方式沿已有的上山道路运至塔基拟建处。电缆

沟开挖应严格控制施工用地边界，并在电缆铺设后及时进行覆土复耕。

做好施工设计，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设置牵张场，严格控制施工范围牵张场施工

完毕后及时恢复，恢复物种需选用乡土树种。

5.2.2 生态保护恢复措施

5.2.2.1土地利用恢复措施

线路修建后，将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应以提高耕地的质量为主，将影响削减到最小。对线路附近坡度较缓的耕地，可将坡地

改梯田；增加土地的覆盖度；合理施肥，提高土地的产量；对部分农作物采用免耕法，

减少对土地的扰动。

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线路建设减少土地淹没带

来的负面影响。

5.2.2.2水土保持恢复措施

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威胁的主要是中度以上的土壤侵蚀。评价区的土壤侵蚀以轻度侵

蚀和微度侵蚀为主，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程度不大。对由于施工造成的土壤侵蚀，主要的

水土保持措施是：

（1）主体工程施工区通过开挖控制和边坡维护进行水土保持。线路修建后，为防

止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要进行封禁治理，使受扰动的植被尽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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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于水土保持的植物应有较强的适应性；根系发达，生长速度较高，种植容

易，成活率高。按照“适地适树、适地适草”的原则，禁止使用外来入侵植物，兼顾绿化

美化的要求，结合立地条件，选择合适的水土保持植物。

5.2.2.3环境敏感区内恢复措施

保护生态环境不遭破坏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输电线路建设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

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提高输送容量，缩小线路走廊通

道对节能与环保有较好的效益。由于输送容量足够，本工程线路采用单回路设计。

（1）塔基开挖尽量减小对生态的破坏。不开施工基面，铁塔尽量按长短腿设计，

基础选用高低基础。

（2）施工道路原则上不专门修建。但施工中的便道，要尽量减小对森林、绿化和

农作物的损坏。

（3）塔位处的挡墙、护坡和排水沟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和维护塔基的稳定。但在

工程中的挡墙、护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宜过多修筑。

（4）文明施工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施工人员进入现场进行文明施工的教

育和控制是非常必要的。从通道砍伐、土石方开挖、余土处理、基坑回填、组塔、放线、

现场清理等环节中都要贯彻文明施工的要求。

5.2.3 生态监测

对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的 9基塔（N25、N37、N38、N39、N40、N41、N42、

N43、N44）开展为期两年的生态监测，确保塔基施工期用地得到有效控制，确保运营期

塔基施工区的生态植被得到有效恢复。

5.2.4 生态影响的削减和补偿

5.2.4.1 生态影响的消减

线路修建将对植被覆盖造成一定的破坏，改变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形成新的水土流

失，对野生动植物种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为消减工程施工对区域生境稳定状况的影响，

需采取如下措施：

（1） 施工中融入合理的生态景观设计，尽量避免林地破碎化和岛屿化，结合地方

水土保持规划、退耕还林规划、林业规划，实施有效的边坡恢复工程，减轻因工程占地

对生态环境影响。

（2）施工活动区需标桩划界，禁止施工人员进入非施工占地区域，消减施工对周

边山地植被和土壤的影响，在各工程的施工布置中，尽量利用当地的荒地，尽量避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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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周边植被较好区域的占压和破坏；

（3）严禁狩猎等活动；在干季的护林防火期间严禁烟火；

（4）施工期表层土壤单独存放，用于回填覆盖；

（5）施工单位应加强燃料的采购供应，禁止在当地采购薪柴，以消除对当地周边

植被的潜在威胁；

（6）为消减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要对施工机械、运行方式和施工季节等进行严

格设计。在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和泥石流可能发生地区要注意在非暴雨季节施工，

保证施工场地排水的畅通。注意工棚区选择的安全性。

上述措施的确定需要建设方提供详细的施工方案和运行方式才能更具针对性，才能

将负面的生态影响消减到合理的程度。

5.2.4.2 不利生态影响的补偿

线路修建要永久性的和临时性占用一部分耕地、林地等，使这些资源受到损失，因

此必须予以补偿。

（1）商品林补偿

对于永久性占用的商品林，应根据有关规定对具有林木使用权方进行补偿。

（2）耕地补偿

根据有关政策对占用的耕地进行补偿，并根据“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开垦与所占

耕地数量质量相当的耕地；重新审核、调整评价区所涉及的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根据本项目三区三线查询结果显示，项目不涉及永久保护基本农田，后期施工中，严禁

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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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影响评价专题结论

6.1 建设项目概况

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洛科大寨光伏电站 110 kV送出线路工程可满足电能送出的需

求，同时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区域清洁能源利用。本工程部分输电线路跨越生

态保护红线、跨越永久基本农田、跨越生态公益林但均不占用，工程 9基塔（N25、N37、

N38、N39、N40、N41、N42、N43、N44）以及 2.532km输电线路和 0.202km电缆涉及

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6.2 生态影响评价结论

6.2.1 对植被的影响评价结论

工程永久和临时占地均不涉及评价区分布的半常绿季雨林，所占用季风常绿阔叶林

和热性稀树灌木草丛的面积极少，工程占地主要涉及园地。受本工程建设影响的植被类

型在项目区及周边区域广泛分布，工程建设占地不会对这些植被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其

不利影响仅限于局部，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扩大。本工程占地将对评价区植被造成一定程

度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占用植被面积有限，且以次生性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工程的建

设不会造成评价区植被分布格局、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的显著改变。因此，本工程建设

对植被的总体影响不大。

6.2.2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价结论

工程永久和临时占地主要涉及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少量林业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

统等。本工程建设不会导致评价区面积较大的背景化的生态系统类型组成发生改变，对

评价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对较高的生态系统类型影响较小，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类型多

样性和分布格局总体影响较小，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生物量、生产力影响较小。因此，本

工程的建设和运行对评价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总体影响较小。

6.2.3 对植物的影响评价结论

工程永久和临时占地区不涉及国家和省级保护植物以及古树，本工程建设虽然对评

价区内的植物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受影响的多是一些广布种和常见种，且影响到

的只是植物种群的部分个体，种群的大部分个体在影响区域以外仍有广泛分布，工程影

响到的只是植物种群的部分个体，不会导致植物物种灭绝。同时临时占地区内的植物在

工程施工结束后将逐渐得以恢复，工程建设对区域内植物的影响将逐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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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评价结论

从评价区来看，项目建设将对评价区上述土地利用类型造成一定程度不利影响，但

因减少比例较小或土地利用价值有限，影响相对较小。

6.2.5 对脊椎动物的影响评价结论

工程无涉水工程，在严禁非法捕捞并做好施工废水沉淀回用不外排的前提下工程建

设对鱼类无影响。

工程建设不占用陆栖脊椎动物在各类林地的栖息生境，所占用的园地以及少量次生

化季风常绿阔叶林将对评价区陆栖脊椎动物资源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不会因为该工

程建设而导致任何一种野生动物在评价区消失，且工程占地有限，占地区受人类活动影

响严重，陆栖脊椎动物较少，不利影响较小。工程建设对评价区的重要动物会有一定的

不良影响，但不会造成这些动物当地种群数量显著下降，更不会因项目建设而导致这些

动物在当地消失或灭绝，影响较小。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只要加强对施工人员、工作

人员的管理，严禁随意破坏周边生态环境，严禁捕杀区域内野生动物，则本工程建设对

区域内的陆栖脊椎动物的影响较小。

6.2.6 对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影响评价结论

工程有 2.532km输电线路和 0.202km电缆穿过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勐仑景区）三

级保护区，包括 2.532km输电线路、0.202km电缆和 9基塔（N25、N37、N38、N39、

N40、N41、N42、N43、N44），工程不涉及其他保护区，与二级保护区的直线距离为

0.94km。其建设远离风景名胜区核心资源，且工程占用风景名胜区的用地主要为园地，

对风景名胜区的生态环境和景观影响甚微。对风景名胜区的结构完整性没有影响，对风

景名胜区的游览与旅游组织没有影响，对风景名胜区及其景点的景观环境影响较小。在

建设期间，认真落实制定的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工程措施，可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控制在最低程度，进入运营期后这种影响更将逐步降低。目前，项目已编制完成线路对

风景名胜区影响论证报告，并取得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

6.2.8 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光伏发电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

（景洪段）拟选址的规划及用地审查意见》和勐腊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洛科大寨

光伏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路径选址“三区三线”的查询意见》，经套合景洪市和勐

腊县国土空间规划“三线”划定成果，该项目塔基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生

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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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项目起终点的制约，以及沿线生态保护红线分布、线路线性工程和地形地质条

件的限制，工程 N8-N9、N33-N34、N34-N35、N36-N37之间的导线分别跨越生态红线，

跨越长度合计 397m，所跨越生态保护红线为南部边境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

护红线，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

跨越生态红线的塔基不会直接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工程在生态保护红线内无人为活

动，无临时占地，属无害化方式以输电线路形式上跨生态保护红线，工程建设对穿越段

生态保护红线无影响。基于 N34、N35、N36和 N37共 4基塔的占地区与生态保护红线

距离较近，下阶段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施工人员的宣贯，并严格划定施工用地红线，严

禁施工人员乱砍滥伐，严禁施工人员越界施工。在严格控制塔基施工区用地，合理进行

施工作业布置的前提下，本项目的建设不会导致项目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显著减少、功

能降低、性质改变。

6.3 建议

为减少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评价建议：

（1）项目施工期限定施工期作业带范围，并严格施工界限，不得超出项目占地范

围，施工过程不得超出划定施工范围，减少临时用地，并于项目施工完成后及时对场地

进行恢复及绿化，避免厂区土地受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

（2）设计中应落实本评价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要

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在雨季施工，减少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项目建设过程中尽量减少对项目区土壤及原有植被的破坏，建设完成后，应

尽快进行土地恢复和植被恢复，做好防风固沙，水土保持工作。

（4）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置牵张场和弃渣，风景名胜区内施工单位应制定行之

有效的污染防治和水土流失防治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周围景物、水体、林草植被、

野生动植物资源、地形地貌和风景名胜资源，确保建设项目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

不得就地取材、乱倒渣土、乱扔垃圾。

（5）在施工期加强管理，严禁施工人员非法捕捞鱼类。杜绝各种污水的无组织排

放，确保塔基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并做好施工临时措施，线路

施工对罗梭江鱼类州级自然保护区不会产生影响。

（6）对存在生态破坏的其他工程内容，严格按照环保措施开展相关生态恢复工作，

确保无遗留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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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态影响评价自查表

表 7-1生态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生态影响

识别

生态保护目标

重要物种；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境□；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对保护生物多

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其他□

影响方式 工程占用；施工活动干扰；改变环境条件□；其他□

评价因子

物种（动植物 ） 生境☑（ ） 生物群落☑（ ） 生态系统（ 阔叶

林、草丛、湖泊、河流、人工林、园地、耕地、居住地、工矿交通、其

他等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蕨类、裸子、被子植物、兽类、两爬、

鸟类） 生态敏感区（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公益林） 自然景观□（ ） 自然遗迹□（ ） 其他□

（ ）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生态影响简单分析□

评价范围 陆域面积：（20.53）km2；水域面积：（0.27）km2

生态现状

调查与评

价

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遥感调查□；调查样方、样线；调查点位、断面□；专家

和公众咨询法□；其他□

调查时间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

丰水期□；枯水期□；平水期□

所 在 区 域 的

生态问题

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盐渍化□；生物入侵☑；污染危害□；

其他

评价内容
植被/植物群落；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重要物种

；生态敏感 区；其他□

生态影响

预测与评

价

评价方法 定性□；定性和定量

评价内容
植被/植物群落；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重要物种

；生态敏感区；生物入侵风险□；其他□

生态保护

对策措施

对策措施 避让；减缓；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科研□；其他□

生态监测计划 全生命周期□；长期跟踪□；常规；无□

环境管理 环境监理☑；环境影响后评价；其他□

评价结论 生态影响 可行；不可行□

注： “□” 为勾选项 ，可√ ；“（ ）” 为内容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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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工程评价区陆生维管束植物名录

P3. 石松科 Lycopodiaceae
——垂穗石松 Lycopodium cernuum Linnaeus；

P4.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块茎卷柏 Selaginella chrysocaulos (Hooker & Greville) Spr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攀缘卷柏 Selaginella helferiWarbur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黑顶卷柏 Selaginella picta A. Braun ex Ba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泰国卷柏 Selaginella siamensis Hieronym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P6. 木贼科 Equisetaceae
——笔管草 Equisetum ramosissimum subsp. debile (Roxburgh ex Vaucher) Hau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无危 LC；
P15. 里白科 Gleicheniaceae

——芒萁 Dicranopteris pedata (Houttuyn) Nakai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17. 海金沙科 Lygodiaceae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erg) Swart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19. 金毛狗蕨科 Cibotiaceae

——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 (Linnaeus) J. Smith；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

物卷-无危 LC；
P20. 桫椤科 Cyatheaceae

——中华桫椤 Alsophila costularis Baker；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22. 碗蕨科 Dennstaedtiaceae

——边缘鳞盖蕨 Microlepia marginata (Panzer) C. Christen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阔叶鳞盖蕨 Microlepia platyphylla (D. Don) J.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斜方鳞盖蕨 Microlepia rhomboidea (Wallich ex Kunze) Prant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热带鳞盖蕨 Microlepia speluncae (Linnaeus) T. Moor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轴蕨 Pteridium revolutum (Blume) Naka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23. 鳞始蕨科 Lindsaeaceae
——乌蕨 Odontosoria chinensis (Linnaeus) J.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27. 凤尾蕨科 Pteridaceae
——假鞭叶铁线蕨 Adiantum malesianum J. Ghatak；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半月形铁线蕨 Adiantum philippense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美叶车前蕨 Antrophyum callifolium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全缘凤了蕨 Coniogramme fraxinea (D. Don) Fée ex Diel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金粉蕨 Onychium siliculosum (Desvaux) C. Christen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狭眼凤尾蕨 Pteris biaurit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欧洲凤尾蕨 Pteris cretic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傅氏凤尾蕨 Pteris fauriei Hieronym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溪边凤尾蕨 Pteris terminalisWallich ex J. Agard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蜈蚣凤尾蕨 Pteris vittat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36. 蹄盖蕨科 Athyriaceae
——拟鳞毛安蕨 Anisocampium cuspidatum (Beddome) Yea C. Li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疏叶蹄盖蕨 Athyrium dissitifolium (Baker) C. Christen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叶对囊蕨 Deparia petersenii (Kunze) M. Kat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狭翅双盖蕨 Diplazium alatum (Christ) R. Wei & X. C. Zh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

国特有；

——毛柄双盖蕨 Diplazium dilatatum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食用双盖蕨 Diplazium esculentum (Retzius) Swart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深绿双盖蕨 Diplazium viridissimum Chris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36.3. 轴果蕨科 Rhachidosoraceae
——脆叶轴果蕨 Rhachidosorus blotianus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38. 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渐尖毛蕨 Cyclosorus acuminatus (Houttuyn) Naka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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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 (Forsskål)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方秆蕨 Glaphyropteridopsis erubescens (Wallich ex Hooker)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金星蕨 Parathelypteris glanduligera (Kunze)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色新月蕨 Pronephrium lakhimpurense (Rosenstock) Holttu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羽新月蕨 Pronephrium nudatum (Roxburgh) Holttu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西南假毛蕨 Pseudocyclosorus esquirolii (Christ)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毛蕨 Pseudocyclosorus tylodes (Kunze)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39. 铁角蕨科 Aspleniaceae
——毛轴铁角蕨 Asplenium crinicaule Hanc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水鳖蕨 Asplenium delavayi (Franchet) Copelan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巢蕨 Asplenium nidus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长叶铁角蕨 Asplenium prolongatum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变异铁角蕨 Asplenium variansWallich ex Hooker & Grevi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棕鳞铁角蕨 Asplenium yoshinagaeMakin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切边膜叶铁角蕨 Hymenasplenium excisum (C. Presl) S. Lindsa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42. 乌毛蕨科 Blechnaceae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狗脊 Woodwardia japonica (Linnaeus f.)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滇南狗脊 Woodwardia magnifica Ching & P. S. Chi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P45. 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云南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henryi (Christ)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美观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speciosa (D. Don)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叶实蕨 Bolbitis heteroclita (C. Presl)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离轴鳞毛蕨 Dryopteris christensenae (Ching) Li Bing Zh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DD，
云南特有；

——二型鳞毛蕨 Dryopteris cochleata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 C. Christen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

物卷-数据缺乏 DD；
——边果鳞毛蕨 Dryopteris marginata (C. B. Clark) Chris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尖齿耳蕨 Polystichum acutidens Chris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疏羽耳蕨 Polystichum disjunctum Ching ex W. M. Chu & Z. R. H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

乏 DD；
——尖顶耳蕨 Polystichum excellens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46. 三叉蕨科 Tectariaceae
——薄叶牙蕨 Pteridrys cnemidaria (Christ) C. Christensen &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大齿叉蕨 Tectaria coadunata (J. Smith) C. Christen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下延叉蕨 Tectaria decurrens (C. Presl) Copelan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形叉蕨 Tectaria polymorpha (Wallich ex Hooker) Copelan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50. 肾蕨科 Nephrolepidaceae
——肾蕨 Nephrolepis cordifolia (Linnaeus) C. Pres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52. 骨碎补科 Davalliaceae
——杯盖阴石蕨 Humata griffithiana (Hooker) C. Christen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P56. 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崖姜 Aglaomorpha coronans (Wallich ex Mettenius) Copelan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羽节肢蕨 Arthromeris mairei (Brause)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槲蕨 Drynaria roosii Nakai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伏石蕨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C. Pres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隐柄尖嘴蕨 Lepisorus henryi (Hieronymus ex C. Christensen) Li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
据缺乏 DD；
——大瓦韦 Lepisorus macrosphaerus (Baker)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棕鳞瓦韦 Lepisorus scolopendrium (Buchanan-Hamilton ex Ching) Mehra & Bi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

物卷-无危 LC；
——似薄唇蕨 Leptochilus decurrens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滇线蕨 Leptochilus ellipticus var. pentaphyllus (Baker) X. C. Zhang & Nooteboo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

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星蕨 Microsorum punctatum (Linnaeus) Copelan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盾蕨 Neolepisorus ensatus (Thunberg)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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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瘤蕨 Phymatosorus cuspidatus (D. Don) Pichi Sermol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友水龙骨 Polypodiodes amoena (Wallich ex Mettenius)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下延石韦 Pyrrosia costata (Wallich ex C. Presl) Tagawa & K. Iwatsuk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

缺乏 DD；
——披针叶石韦 Pyrrosia lanceolata (Linnaeus) Farw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石韦 Pyrrosia lingua (Thunberg) Farw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裸叶石韦 Pyrrosia nuda (Giesenhagen) Ch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紫柄假瘤蕨 Selliguea crenatopinnata (C. B. Clarke) S. G. L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三出假瘤蕨 Selliguea trisecta (Baker) Fraser-Jenkin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G4. 松科 Pinaceae
——思茅松 Pinus kesiya Royle ex Gordon；

G11. 买麻藤科 Gnetaceae
——买麻藤 Gnetum montanumMarkgra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 木兰科 Magnoliaceae
——大叶木兰 Lirianthe henryi (Dunn) N. H. Xia & C. Y. Wu；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濒危 EN；
——合果木 Michelia baillonii (Pierre) Finet & Gagnepain；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
等植物卷-濒危 EN；
——多花含笑 Michelia floribunda Finet &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A. 八角科 Illiciaceae
——小花八角 Illicium micranthum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3. 五味子科 Schisandraceae
——滇五味子 Schisandra henryi subsp. yunnanensis (A. C. Smith) R. M. K. Saund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

物卷-数据缺乏 DD，云南特有；

8. 番荔枝科 Annonaceae
——毛叶藤春 Alphonsea mollis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尖叶瓜馥木 Fissistigma acuminatissimum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花瓜馥木 Fissistigma polyanthum (J. D. Hooker & Thomson)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
危 LC；
——云南野独活 Miliusa tenuistipitataW. T.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濒危 EN，中国特有；

——云南银钩花 Mitrephora wangii H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金钩花 Pseuduvaria trimera (Craib) Y. C. F. Su & R. M. K. Saund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11. 樟科 Lauraceae

——思茅黄肉楠 Actinodaphne henryi Gamb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叶油丹 Alseodaphne andersonii (King ex J. D. Hooker) Kosterman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李榄琼楠 Beilschmiedia linocieroides H. W. Li；云南特有；

——无根藤 Cassytha filiformis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钝叶桂 Cinnamomum bejolghota (Buchanan-Hamilton) Swe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桂 Cinnamomum iners Reinwardt ex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樟 Cinnamomum parthenoxylon (Jack) Meisner；
——柴桂 Cinnamomum tamala (Buchanan-Hamilton) T. Nees & Nees；
——细毛樟 Cinnamomum tenuipile Kosterman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短序厚壳桂 Cryptocarya brachythyrsa H. W. 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云南特有；

——香面叶 Iteadaphne caudata (Nees) H. W. 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网叶山胡椒 Lindera metcalfiana var. dictyophylla (C. K. Allen) H. P. Tsu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无危 LC；
——山鸡椒 Litsea cubeba (Loureiro) Perso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潺槁木姜子 Litsea glutinosa (Loureiro) C. B. Robin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剑叶木姜子 Litsea lancifolia (Roxburgh ex Nees) Bentham & J. D. Hooker ex Fernandez-Villa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

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滇南木姜子 Litsea martabanica (Kurz)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叶木姜子 Litsea mollis Hems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柿木姜子 Litsea monopetala (Roxburgh) Perso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黑木姜子 Litsea salicifolia (Roxburgh ex Nees) J. D. Hooker；
——黄心树 Machilus gamblei King ex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109

——粗壮润楠 Machilus robustaW. W.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细毛润楠 Machilus tenuipilis H. W. 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滇新樟 Neocinnamomum caudatum (Nees)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披针叶楠 Phoebe lanceolata (Nees) Ne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花楠 Phoebe minutiflora H. W. Li；云南特有；

——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W. C. Che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13. 莲叶桐科 Hernandiaceae
——红花青藤 Illigera cordata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4. 肉豆蔻科 Myristicaceae
——大叶风吹楠 Horsfieldia kingii (J. D. Hooker) Warburg；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濒危 EN；
——狭叶红光树 Knema lentaWarbur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光树 Knema tenuinerviaW. J. de Wild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5.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毛木通 Clematis buchananiana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细木通 Clematis subumbellata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3. 防己科 Menispermaceae
——锡生藤 Cissampelos pareira var. hirsuta (Buchanan-Hamilton ex Candolle) Forma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

植物卷-近危 NT；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Linnaeus)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var. mollis (Wallich ex J. D. Hooker & Thomson) H. Har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西南轮环藤 Cyclea wattii Diel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苍白秤钩风 Diploclisia glaucescens (Blume) Diel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夜花藤 Hypserpa nitidaMi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连蕊藤 Parabaena sagittataMi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细圆藤 Pericampylus glaucus (Lamarck)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地不容 Stephania epigaea H. S. L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光叶千金藤 Stephania japonica var. timoriensis (Candolle) Forma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8. 胡椒科 Piperaceae

——石蝉草 Peperomia blanda (Jacquin) Kun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豆瓣绿 Peperomia tetraphylla (G. Forster) Hooker & Arn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苎叶蒟 Piper boehmeriifolium (Miquel) C.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花胡椒 Piper flaviflorum C.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云南特有；

——*树胡椒 Piper hispidum Linnaeus；栽培；

——樟叶胡椒 Piper polysyphonum C.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叶胡椒 Piper puberulilimbum C.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云南特有；

——假蒟 Piper sarmentosum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柄胡椒 Piper sylvaticum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球穗胡椒 Piper thomsonii (C. de Candolle)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9.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蕺菜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er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30. 金粟兰科 Chloranthaceae
——海南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subsp. brachystachys (Blume) Verdcour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
危 LC；

36. 山柑科 Capparaceae
——野香橼花 Capparis bodinieri H. Levei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绿刺 Capparis urophylla F. Chu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树头菜 Crateva unilocularis Buchanan-Hamilt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39. 十字花科 Brassicaceae
——露珠碎米荠 Cardamine circaeoides J. D. Hooker & Thom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40. 堇菜科 Violaceae
——光叶堇菜 Viola sumatrana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堇菜 Viola yunnanensisW. Becker & H. Boissie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42. 远志科 Polygal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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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果草 Salomonia cantoniensis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泰国黄叶树 Xanthophyllum flavescens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45. 景天科 Crassulaceae
——**落地生根 Bryophyllum pinnatum (Linnaeus f.) Oken；外来归化；

47. 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大叶鼠刺 Itea macrophylla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53.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荷莲豆草 Drymaria cordata (Linnaeus) Willdenow ex Schultes；
——繁缕 Stellaria media (Linnaeus) Villa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箐姑草 Stellaria vestita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57. 蓼科 Polygonaceae
——两栖蓼 Polygonum amphibium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萹蓄 Polygonum aviculare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辣蓼 Polygonum hydropiper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尼泊尔蓼 Polygonum nepalenseMeis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63. 苋科 Amaranthaceae
——土牛膝 Achyranthes asper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花苋 Aerva sanguinolenta (Linnaeus)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喜旱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C. Martius) Grisebach；外来归化；

——青葙 Celosia argente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65. 亚麻科 Linaceae

——石海椒 Reinwardtia indica Dumorti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67. 牻牛儿苗科 Geraniaceae

——尼泊尔老鹳草 Geranium nepalense Swe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69. 酢浆草科 Oxalidaceae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71. 凤仙花科 Balsaminaceae

——蒙自凤仙花 Impatiens mengtszeana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72.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八宝树 Duabanga grandiflora (Roxburgh ex Candolle) Walp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紫薇 Lagerstroemia intermedia Koehn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圆叶节节菜 Rotala rotundifolia (Buchanan-Hamilton ex Roxburgh) Koehn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无危 LC；
——虾子花 Woodfordia fruticosa (Linnaeus)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84. 山龙眼科 Proteaceae
——深绿山龙眼 Helicia nilagirica Beddo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网脉山龙眼 Helicia reticulataW. T.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假山龙眼 Heliciopsis henryi (Diels) W. T.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88. 海桐花科 Pittosporaceae
——羊脆木 Pittosporum kerrii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93. 大风子科 Flacourtiaceae
——毛叶脚骨脆 Casearia velutin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果刺篱木 Flacourtia ramontchi L’Heriti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斯里兰卡天料木 Homalium ceylanicum (Gardner)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柞木 Xylosma congesta (Loureiro)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01. 西番莲科 Passifloraceae
——**西番莲 Passiflora caerulea Linnaeus；外来归化；

——**龙珠果 Passiflora foetida Linnaeus；外来归化；

103.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红瓜 Coccinia grandis (Linnaeus) Voig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绞股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erg) Makin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油渣果 Hodgsonia heteroclita (Roxburgh) J. D. Hooker & Thom-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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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瓜 Solena heterophyll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苞赤瓟 Thladiantha cordifolia (Blume) Cogniaux；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花栝楼 Trichosanthes rubriflos Thorel ex Cayl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钮子瓜 Zehneria bodinieri (H. Leveille) W. J. de Wilde & Duyfj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04. 秋海棠科 Begoniaceae
——掌叶秋海棠 Begonia hemsleyana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粗喙秋海棠 Begonia longifoli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裂叶秋海棠 Begonia palmata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08. 山茶科 Theaceae
——茶梨 Anneslea fragrans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岗柃 Eurya groffii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药大头茶 Polyspora chrysandra (Cowan) Hu ex B. M. Bartholomew & T. L. M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
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木荷 Schima wallichii (Candolle) Korthal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08B. 肋果茶科 Sladeniaceae
——肋果茶 Sladenia celastrifolia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12. 猕猴桃科 Actinidiaceae
——朱毛水东哥 Saurauia miniata C. F. Liang & Y. S.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中国特

有；

——尼泊尔水东哥 Saurauia napaulensis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18. 桃金娘科 Myrtaceae

——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 (Lamarck) A. J. Sc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簇花蒲桃 Syzygium fruticosum Roxburgh ex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 Syzygium megacarpum (Craib) Rathakrishnan & N. C. Nair；
——思茅蒲桃 Syzygium szemaoenseMerrill & L. M. Perr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四角蒲桃 Syzygium tetragonum (Wight) Walp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19. 玉蕊科 Lecythidaceae
——梭果玉蕊 Barringtonia fusicarpa H. H. H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云南特有；

120. 野牡丹科 Melastomataceae
——北酸脚杆 Medinilla septentrionalis (W. W. Smith) H. L. 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野牡丹 Melastoma malabathricum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星毛金锦香 Osbeckia stellata Buchanan-Hamilton ex Kew Gawl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LC；
——尖子木 Oxyspora paniculata (D. Don)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蜂斗草 Sonerila cantonensis Stap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直立蜂斗草 Sonerila erecta Jack；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21.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阔叶风车子 Combretum latifolium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石风车子 Combretum wallichii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 Van Heurck & Muller Argoviensis；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122. 红树科 Rhizophoraceae

——竹节树 Carallia brachiata (Loureiro)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26. 藤黄科 Clusiaceae

——滇南红厚壳 Calophyllum polyanthumWallich ex Chois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牛木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e (Loureiro)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树 Garcinia cow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 Thunber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遍地金 Hypericum wightianumWallich ex Wight & Arn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28. 椴树科 Tiliaceae
——一担柴 Colona floribunda (Wallich ex Kurz)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苘麻叶扁担杆 Grewia abutilifoliaW. Vent ex Jussie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朴叶扁担杆 Grewia celtidifolia Jussie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破布叶 Microcos paniculat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刺蒴麻 Triumfetta rhomboidea Jacqu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28A.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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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杜英 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 H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云南特有；

——滇藏杜英 Elaeocarpus braceanusWatt ex C. B. Clar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樱叶杜英 Elaeocarpus prunifolioides H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130.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昂天莲 Ambroma augustum (Linnaeus) Linnaeus 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全缘刺果藤 Byttneria integrifolia Lac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细齿山芝麻 Helicteres glabriusculaWallich ex Mast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勐仑翅子树 Pterospermum menglunense H. H. Hsue；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
等植物卷-濒危 EN；
——短柄苹婆 Sterculia brevissima H. H. Hsue ex Y. Tang, M. G. Gilbert & Dor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濒危 EN；
——假苹婆 Sterculia lanceolata Cavanill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家麻树 Sterculia pexa Pierre；

131. 木棉科 Bombacaceae
——木棉 Bombax ceib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32. 锦葵科 Malvaceae
——翅果麻 Kydia calycin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赛葵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innaeus) Garcke；外来归化；

——黄花稔 Sida acuta N. L. Burma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拔毒散 Sida szechuensisMatsud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地桃花 Urena lobat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33. 金虎尾科 Malpighiaceae

——盾翅藤 Aspidopterys glabriuscula A. Jussie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36.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裂苞铁苋菜 Acalypha supera Forsska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椴叶山麻杆 Alchornea tiliifolia (Bentham) 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 (Linnaeus) Spreng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酸味子 Antidesma japonicum Siebold & Zuccarin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银柴 Aporosa villosa (Lindley) Baill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银柴 Aporosa yunnanensis (Pax & K. Hoffmann) F. P. Metcal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木奶果 Baccaurea ramiflor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浆果乌桕 Balakata baccata (Roxburgh) Ess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斑籽木 Baliospermum calycinum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秋枫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黑面神 Breynia fruticosa (Linnaeus) 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钝叶黑面神 Breynia retusa (Dennstedt) Alst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土蜜藤 Bridelia stipularis (Linnaeus)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土蜜树 Bridelia tomentos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膜叶白桐树 Claoxylon khasianum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棒柄花 Cleidion brevipetiolatum Pax & K. Hoff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棒柄花 Cleidion spiciflorum (N. L. Burman)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银叶巴豆 Croton cascarilloides Raeusch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越南巴豆 Croton kongensis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飞扬草 Euphorbia hirt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通奶草 Euphorbia hypericifolia Linnaeus；
——白饭树 Flueggea virosa (Roxburgh ex Willdenow) Voig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毛算盘子 Glochidion arborescens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红算盘子 Glochidion coccineum (Buchanan-Hamilton) 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数据缺乏 DD；
——毛果算盘子 Glochidion eriocarpum Champion ex Bentham；

——艾胶算盘子 Glochidion lanceolarium (Roxburgh) Voig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圆果算盘子 Glochidion sphaerogynum (Muller Argoviensis) Kurz；
——*橡胶树 Hevea brasiliensis (Willdenow ex A. Jussieu) Muller Argoviensis；外来归化；

——中平树 Macaranga denticulata (Blume) 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印度血桐 Macaranga indicaWigh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尾叶血桐 Macaranga kurzii (Kuntze) Pax & K. Hoff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泡腺血桐 Macaranga pustulata King ex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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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桐 Mallotus barbatus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楸 Mallotus paniculatus (Lamarck) 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 (Lamarck) 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四果野桐 Mallotus tetracoccus (Roxburgh)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叶轮木 Ostodes katharinae Pax；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叶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珠子草 Phyllanthus virgatus G. Forst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滑桃树 Trevia nudiflor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山乌桕 Triadica cochinchinensis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梗三宝木 Trigonostemon thyrsoideus Stap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36A. 交让木科 Daphniphyllaceae
——大叶虎皮楠 Daphniphyllum majusMuller Argoviens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43. 蔷薇科 Rosaceae
——黄龙尾 Agrimonia pilosa var. nepalensis (D. Don) Naka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钟花樱桃 Cerasus campanulata (Maximowicz) A. N. Vassiljeva；
——云南栘枍 Docynia delavayi (Franchet) C. K. Schneid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齿叶枇杷 Eriobotrya serrata J. E. Vida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尖叶桂樱 Laurocerasus undulata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 M. Roem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无危 LC；
——大叶桂樱 Laurocerasus zippeliana (Miquel) Browic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臀果木 Pygeum henryi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川梨 Pyrus pashia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粗叶悬钩子 Rubus alceifolius Poir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西南悬钩子 Rubus assamensis Foc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椭圆悬钩子 Rubus ellipticus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掌叶悬钩子 Rubus pentagonusWallich ex Foc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乌泡 Rubus pluribracteatus L. T. Lu & Bouffor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叶悬钩子 Rubus poliophyllus Kuntz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毛悬钩子 Rubus wallichianusWight & Arn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46.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金合欢 Acacia farnesiana (Linnaeus) Willdenow；
——钝叶金合欢 Acacia megaladena Desvaux；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楹树 Albizia chinensis (Osbeck)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香合欢 Albizia odoratissima (Linnaeus f.)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猴耳环 Archidendron clypearia (Jack) I. C. Nielsen；
——碟腺棋子豆 Archidendron kerrii (Gagnepain) I. C. Niel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榼藤 Entada phaseoloides (Linnaeus) Merrill；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Linnaeus；外来归化；

147. 苏木科 Caesalpiniaceae
——顶果木 Acrocarpus fraxinifolius Arnott；
——白花羊蹄甲 Bauhinia acuminat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鞍叶羊蹄甲 Bauhinia brachycarpaWallich ex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粉叶羊蹄甲 Bauhinia glauca (Wallich ex Bentham) Bentham；

——薄叶羊蹄甲 Bauhinia glauca subsp. tenuiflora (Watt ex C. B. Clarke) K. Larsen & S. S. Larsen；
——囊托羊蹄甲 Bauhinia touranensis Gagnepain；
——圆叶羊蹄甲 Bauhinia wallichii J. F. Macbride；
——见血飞 Caesalpinia cucullat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喙荚云实 Caesalpinia minax Hanc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槐决明 Senna surattensis (N. L. Burman) H. S. Irwin & Barneby；
——**酸豆 Tamarindus indica Linnaeus；外来归化；

148. 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
——猪腰豆 Afgekia filipes (Dunn) R. Geesink；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花虫豆 Cajanus grandiflorus (Bentham ex Baker) Mae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灰毛鸡血藤 Callerya cinerea (Bentham) Scho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花杭子梢 Campylotropis cytisoides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绒毛叶杭子梢 Campylotropis pinetorum subsp. velutina (Dunn) H. Ohash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无危 LC，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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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豆藤 Craspedolobium unijugum (Gagnepain) Z. Wei & Pe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响铃豆 Crotalaria albida Heyne ex Ro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地蓝 Crotalaria ferruginea Graham ex Bentham；

——猪屎豆 Crotalaria pallida Ait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秧青 Dalbergia assamica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濒危 EN；
——缅甸黄檀 Dalbergia burmanica Prain；
——象鼻藤 Dalbergia mimosoides Franch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钝叶黄檀 Dalbergia obtusifolia (Baker) Pr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濒危 EN，中国特有；

——斜叶黄檀 Dalbergia pinnata (Loureiro) Pr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体蕊黄檀 Dalbergia polyadelpha Pr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托叶黄檀 Dalbergia stipulace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木豆 Dendrolobium triangulare (Retzius) Schindl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鱼藤树 Derris robusta (Roxburgh ex Candolle)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凹叶山蚂蟥 Desmodium concinnum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地豆 Desmodium heterocarpon (Linnaeus)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拿身草 Desmodium laxiflorum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叶三点金 Desmodium microphyllum (Thunberg)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饿蚂蟥 Desmodium multiflorum Candolle；
——肾叶山蚂蟥 Desmodium renifolium (Linnaeus) Schindl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波叶山蚂蟥 Desmodium sequaxWallich；
——心叶山黑豆 Dumasia cordifolia Bentham ex Ba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鹦哥花 Erythrina arborescens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劲直刺桐 Erythrina strict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千斤拔 Flemingia macrophylla (Willdenow) Pr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叶干花豆 Fordia microphylla Dunn ex Z. We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深紫木蓝 Indigofera atropurpurea Buchanan-Hamilton ex Horne-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
危 LC；
——尾叶木蓝 Indigofera caudata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思茅崖豆 Millettia leptobotrya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濒危 EN；
——厚果崖豆藤 Millettia pachycarpa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毛黧豆 Mucuna bracteata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海南黧豆 Mucuna hainanensis Hayat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间序油麻藤 Mucuna interrupta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刺毛黧豆 Mucuna pruriens (Linnaeus)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排钱树 Phyllodium pulchellum (Linnaeus) Desvaux；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密花葛 Pueraria alopecuroides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葛麻姆 Pueraria montana var. lobata (Willdenow) Maesen & S. M. Almeida ex Sanjappa & Predeep；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宿苞豆 Shuteria involucrata (Wallich) Wight & Arn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坡油甘 Smithia sensitiva Ait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显脉密花豆 Spatholobus parviflorus (Roxburgh ex Candolle) Kuntz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中国特有；

——葫芦茶 Tadehagi triquetrum (Linnaeus) H. Ohash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狸尾豆 Uraria lagopodioides (Linnaeus)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美花狸尾豆 Uraria picta (Jacquin) Desvaux ex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51. 金缕梅科 Hamamelidaceae
——细青皮 Altingia excelsa Noronh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54. 黄杨科 Buxaceae
——野扇花 Sarcococca ruscifolia Stap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156. 杨柳科 Salicaceae
——四籽柳 Salix tetrasperm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59. 杨梅科 Myricaceae
——毛杨梅 Myrica esculenta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61. 桦木科 Betulaceae
——尼泊尔桤木 Alnus nepalensis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西桦 Betula alnoides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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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壳斗科 Fagaceae
——银叶锥 Castanopsis argyrophylla King ex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枹丝锥 Castanopsis calathiformis (Skan) Rehder & E. H. Wil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瓦山锥 Castanopsis ceratacantha Rehder & E. H. Wil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棱刺锥 Castanopsis clarkei King ex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短刺锥 Castanopsis echinocarpa J. D. Hooker & Thomson ex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果锥 Castanopsis fleuryi Hickel & A. Cam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J. D. Hooker & Thomson ex A.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印度锥 Castanopsis indica (Roxburgh ex Lindley) A.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湄公锥 Castanopsis mekongensis A. Cam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枝青冈 Cyclobalanopsis helferiana (A. de Candolle) Oerste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叶青冈 Cyclobalanopsis kerrii (Craib) H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大果青冈 Cyclobalanopsis rex (Hemsley) Schottk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泥椎柯 Lithocarpus fenestratus (Roxburgh) Rehd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勐海柯 Lithocarpus fohaiensis (Hu) A. Camus；云南特有；

——耳叶柯 Lithocarpus grandifolius (D. Don) S. N. Biswa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木姜叶柯 Lithocarpus litseifolius (Hance) Chu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截果柯 Lithocarpus truncatus (King ex J. D. Hooker) Rehder & E. H. Wil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无危 LC；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Carruth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65. 榆科 Ulmaceae
——柔毛糙叶树 Aphananthe aspera var. pubescens C. J. Ch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

特有；

——紫弹树 Celtis biondii Pampanin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四蕊朴 Celtis tetrandr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玉桂 Celtis timorensis Spanogh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颜树 Gironniera subaequalis Planch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山黄麻 Trema tomentosa (Roxburgh) H. Har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常绿榆 Ulmus lanceifolia Roxburgh ex 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67. 桑科 Moraceae
——见血封喉 Antiaris toxicaria Leschenault；云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波罗蜜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arck；栽培；

——野菠萝蜜 Artocarpus lakooch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猴子瘿袋 Artocarpus pithecogallus C. Y. W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濒危 EN，云南特有；

——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innaeus) L’Heritier ex Ventena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果榕 Ficus auriculat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垂叶榕 Ficus benjamin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钝叶榕 Ficus curtipes Cor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歪叶榕 Ficus cyrtophylla (Wallich ex Miquel)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毛榕 Ficus esquiroliana H. Levei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水同木 Ficus fistulosa Reinwardt ex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粗叶榕 Ficus hirta Vah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对叶榕 Ficus hispida Linnaeus 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壶托榕 Ficus ischnopoda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青藤公 Ficus langkokensis Dra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苹果榕 Ficus oligodon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聚果榕 Ficus racemos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珍珠莲 Ficus sarmentosa var. henryi (King ex Oliver) Cor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

国特有；

——尾尖爬藤榕 Ficus sarmentosa var. lacrymans (H. Leveille) Cor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鸡嗉子榕 Ficus semicordata Buchanan-Hamilton ex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棒果榕 Ficus subincisa Buchanan-Hamilton ex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笔管榕 Ficus subpisocarpa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斜叶榕 Ficus subulat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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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果 Ficus tikoua Burea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斜叶榕 Ficus tinctoria subsp. gibbosa (Blume) Cor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杂色榕 Ficus variegat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葛树 Ficus virens Ait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景东柘 Maclura amboinensis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柘藤 Maclura fruticosa (Roxburgh) Cor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奶桑 Morus macrouraMiquel；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假鹊肾树 Streblus indicus (Bureau) Cor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69. 荨麻科 Urticaceae
——序叶苎麻 Boehmeria clidemioides var. diffusa (Weddell) Handel-Mazzett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无危 LC；
——腋球苎麻 Boehmeria glomerulifera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水苎麻 Boehmeria macrophylla Horne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苎麻 Boehmeria nivea (Linnaeus) Gaudichaud-Beaupr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叶苎麻 Boehmeria pendulifloraWeddell ex D. G. Lo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歧序苎麻 Boehmeria polystachyaWedd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密毛苎麻 Boehmeria tomentosaWedd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帚序苎麻 Boehmeria zollingerianaWedd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叶水麻 Debregeasia longifolia (N. L. Burman) Wedd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水麻 Debregeasia orientalis C. J. Ch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火麻树 Dendrocnide urentissima (Gagnepain) Chew；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渐尖楼梯草 Elatostema acuminatum (Poiret) Brongniar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盘托楼梯草 Elatostema dissectumWedd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狭叶楼梯草 Elatostema lineolatumWigh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异叶楼梯草 Elatostema monandrum (D. Don) H. Har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叶楼梯草 Elatostema parvum (Blume)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迭叶楼梯草 Elatostema salvinioidesW. T.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蝎子草 Girardinia diversifolia subsp. suborbiculata (C. J. Chen) C. J. Chen & Fri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

植物卷-无危 LC；
——糯米团 Gonostegia hirta (Blume)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小麻 Laportea interrupta (Linnaeus) Chew；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紫麻 Oreocnide rubescens (Blume)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异被赤车 Pellionia heterolobaWedd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序冷水花 Pilea melastomoides (Poiret) Wedd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叶冷水花 Pilea microphylla (Linnaeus) Lieb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石筋草 Pilea plataniflora C. H. Wrigh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疣果冷水花 Pilea verrucosa Handel-Mazzett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锥头麻 Poikilospermum suaveolens (Blume)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雾水葛 Pouzolzia sanguinea (Blume)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雾水葛 Pouzolzia zeylanica (Linnaeus) Benne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藤麻 Procris crenata C. B. Robin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71. 冬青科 Aquifoliaceae
——伞花冬青 Ilex godajam (Colebrooke)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果冬青 Ilex micrococcaMaximowic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73. 卫矛科 Celastraceae
——大芽南蛇藤 Celastrus gemmatus Loese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灯油藤 Celastrus paniculatusWilldenow；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绿独子藤 Celastrus virens (F. T. Wang & T. Tang) C. Y. Cheng & T. C. Ka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濒危 EN，云南特有；

——云南翅子藤 Loeseneriella yunnanensis (Hu) A. C.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中

国特有；

179. 茶茱萸科 Icacinaceae
——柴龙树 Apodytes dimidiata E. Meyer ex Arn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海桐 Pittosporopsis kerrii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85. 桑寄生科 Loranthaceae
——五蕊寄生 Dendrophthoe pentandra (Linnaeus)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离瓣寄生 Helixanthera parasitic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鞘花 Macrosolen cochinchinensis (Loureiro) Tieghe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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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檀香科 Santalaceae
——多脉寄生藤 Dendrotrophe polyneura (Hu) D. D. Tao ex P. C. T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硬核 Scleropyrum wallichianum (Wight & Arnott) Arn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90. 鼠李科 Rhamnaceae
——多花勾儿茶 Berchemia floribunda (Wallich) Brongniar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蛇藤 Colubrina asiatica (Linnaeus) Brongniar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咀签 Gouania javanica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咀签 Gouania leptostachya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叶鼠李 Rhamnus henryi C. K. Schneider；中国特有；

——钩枝雀梅藤 Sageretia hamosa (Wallich) Brongniar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翼核果 Ventilago leiocarpa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91.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大花胡颓子 Elaeagnus macrantha Rehd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193. 葡萄科 Vitaceae
——显齿蛇葡萄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Handel-Mazzetti) W. T.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乌蔹莓 Cayratia japonica (Thunberg)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乌蔹莓 Cayratia japonica var. mollis (Wallich ex M. A. Lawson) Momiyam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无危 LC；
——青紫葛 Cissus javana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白粉藤 Cissus repanda Vah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粉藤 Cissus repens Lamarck；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十字崖爬藤 Tetrastigma cruciatum Craib &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蒙自崖爬藤 Tetrastigma henryi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伞花崖爬藤 Tetrastigma macrocorymbum Gagnepain ex J. W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枝崖爬藤 Tetrastigma obovatum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扁担藤 Tetrastigma planicaule (J. D. Hooker)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菱叶崖爬藤 Tetrastigma triphyllum (Gagnepain) W. T.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

国特有；

193A. 火筒树科 Leeaceae
——单羽火筒树 Leea asiatica (Linnaeus) Ridsda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密花火筒树 Leea compactiflora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火筒树 Leea indica (N. L. Burman)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94. 芸香科 Rutaceae
——山油柑 Acronychia pedunculata (Linnaeus)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臭节草 Boenninghausenia albiflora (Hooker) Reichenbach ex Meis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齿叶黄皮 Clausena dunniana H. Levei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假黄皮 Clausena excavata N. L. Burma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光叶山小橘 Glycosmis craibii var. glabra (Craib) Tanak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 (Champion ex Bentham) T. G. Hart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单叶蜜茱萸 Melicope viticina (Wallich ex Kurz) T. G. Hart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小芸木 Micromelum integerrimum (Buchanan-Hamilton ex Candolle) Wight & Arnott ex M. Roemer；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千里香 Murraya paniculata (Linnaeus) Jack；
——华南吴萸 Tetradium austrosinense (Handel-Mazzetti) T. G. Hart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牛紏吴萸 Tetradium trichotomum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飞龙掌血 Toddalia asiatica (Linnaeus) Lamarck；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195. 苦木科 Simaroubaceae
——常绿臭椿 Ailanthus fordii Nooteboo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中国特有；

196. 橄榄科 Burseraceae
——橄榄 Canarium album (Loureiro) Raeuschel；
——毛叶榄 Canarium subulatum Guillaum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羽叶白头树 Garuga pinnat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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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楝科 Meliaceae
——山楝 Aphanamixis polystachya (Wallich) R. Par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溪桫 Chisocheton cumingianus subsp. balansae (C. Candolle) Mabber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
据缺乏 DD；
——麻楝 Chukrasia tabularis A. Jussie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浆果楝 Cipadessa baccifera (Roth)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果樫木 Dysoxylum gotadhora (Buchanan-Hamilton) Mabber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皮孔樫木 Dysoxylum lenticellatum C. Y. W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鹧鸪花 Heynea trijug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楝 Melia azedarach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椿 Toona ciliataM. Roemer；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198. 无患子科 Sapindaceae
——褐叶柄果木 Mischocarpus pentapetalus (Roxburgh) Radlkof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番龙眼 Pometia pinnata J. R. Forster & G. Forst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瓣无患子 Sapindus rarak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01. 清风藤科 Sabiaceae
——南亚泡花树 Meliosma arnottiana (Wight) Walp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花清风藤 Sabia parviflora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04. 省沽油科 Staphyleaceae
——大果山香圆 Turpinia pomifera (Roxburgh)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04A. 瘿椒树科 Tapisciaceae
——云南瘿椒树 Tapiscia yunnanensisW. C. Cheng & C. D. Ch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

国特有；

205.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南酸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Roxburgh) B. L. Burtt & A. W. H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藤漆 Pegia nitida Colebroo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清香木 Pistacia weinmanniifolia J. Poisson ex Franch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盐麸木 Rhus chinensisMill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毛漆 Toxicodendron fulvum (Craib) C. Y. Wu & T. L. M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野漆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 (Linnaeus) Kuntz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06. 牛栓藤科 Connaraceae
——长尾红叶藤 Rourea caudata Planch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07. 胡桃科 Juglandaceae
——黄杞 Engelhardia roxburghiana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黄杞 Engelhardia spicata Leschenault ex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10. 八角枫科 Alangiaceae
——毛八角枫 Alangium kurzii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12. 五加科 Araliaceae
——野楤头 Aralia armata (Wallich ex G. Don) See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楤木 Aralia thomsonii Seemann ex C. B. Clar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簕 Eleutherococcus trifoliatus (Linnaeus) S. Y. H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波缘大参 Macropanax undulatus (Wallich ex G. Don) See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穗序鹅掌柴 Schefflera delavayi (Franchet) Harm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密脉鹅掌柴 Schefflera elliptica (Blume) Harm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刺通草 Trevesia palmata (Roxburgh ex Lindley) Visian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蕊木 Tupidanthus calyptratus J. D. Hooker & Thom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13. 伞形科 Apiaceae
——中华天胡荽 Hydrocotyle hookeri subsp. chinensis (Dunn ex R. H. Shan & S. L. Liou) M. F. Watson & M. L. Sheh；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马蹄草 Hydrocotyle nepalensis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15. 杜鹃花科 Ericaceae
——假木荷 Craibiodendron stellatum (Pierre) W. W.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圆叶珍珠花 Lyonia doyonensis (Handel-Mazzetti) Handel-Mazzett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119

——滇南杜鹃 Rhododendron hancockii Hems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短序越桔 Vaccinium brachybotrys (Franchet) Handel-Mazzett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中国特有；

——隐距越桔 Vaccinium exaristatum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21. 柿树科 Ebenaceae

——野柿 Diospyros kaki var. silvestrisMakin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222. 山榄科 Sapotaceae
——龙果 Pouteria grandifolia (Wallich) Baehni；
——大肉实树 Sarcosperma arboreum Buchanan-Hamilton ex C. B. Clar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23.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小乔木紫金牛 Ardisia garrettii H. R. Fletch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酸苔菜 Ardisia solanace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南方紫金牛 Ardisia thyrsiflora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纽子果 Ardisia virens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当归藤 Embelia parvifloraWallich ex A.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花酸藤果 Embelia ribes N. L. Burman；
——包疮叶 Maesa indica (Roxburgh) A.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金珠柳 Maesa montana A.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杜茎山 Maesa permollis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密花树 Myrsine seguinii H. Levei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24. 安息香科 Styracaceae
——越南安息香 Styrax tonkinensis (Pierre) Craib ex Hartw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25. 山矾科 Symplocaceae
——滇南山矾 Symplocos hookeri C. B. Clar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檀 Symplocos paniculata (Thunberg) Miq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沟槽山矾 Symplocos sulcata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中国特有；

228. 马钱科 Loganiaceae
——白背枫 Buddleja asiatic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29. 木犀科 Oleaceae
——枝花流苏树 Chionanthus ramiflorus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花梣 Fraxinus floribunda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青藤仔 Jasminum nervosum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密花素馨 Jasminum tonkinense Gagnepa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30.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盆架树 Alstonia rostrata C. E. C. Fisch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车藤 Amalocalyx microlobus Pierr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萝芙木 Rauvolfia verticillata (Loureiro) Baill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ey) Lemair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倒吊笔 Wrightia pubescens R. Brow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31. 萝藦科 Asclepiadaceae
——**马利筋 Asclepias curassavica Linnaeus；外来归化；

——古钩藤 Cryptolepis buchananii Schult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南山藤 Dregea volubilis (Linnaeus f.) Bentham ex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凸脉球兰 Hoya nervosa Tsiang & P. T. 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大叶牛奶菜 Marsdenia koi Tsi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暗消藤 Streptocaulon juventas (Loureiro) Merrill；
——毛弓果藤 Toxocarpus villosus (Blume) Decaisn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32. 茜草科 Rubiaceae
——簕茜 Benkara sinensis (Loureiro) Ridsda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猪肚木 Canthium horridum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鱼骨木 Canthium simileMerrill & Chu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风箱树 Cephalanthus tetrandrus (Roxburgh) Ridsdale & Bak-huizen 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弯管花 Chassalia curviflora (Wallich) Thwait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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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狗骨柴 Diplospora fruticosa Hems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黄栀子 Gardenia sootepensis Hutchin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爱地草 Geophila repens (Linnaeus) I. M. Johnst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头花耳草 Hedyotis capitellataWallich ex G. Don；
——白花蛇舌草 Hedyotis diffusaWilldenow；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牛白藤 Hedyotis hedyotidea (Candolle)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攀茎耳草 Hedyotis scandens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脉耳草 Hedyotis vestita R. Brown ex G.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西南粗叶木 Lasianthus henryi Hutchin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美脉粗叶木 Lasianthus lancifolius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毛玉叶金花 Mussaenda hossei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玉叶金花 Mussaenda macrophylla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毛玉叶金花 Mussaenda mollissima C. Y. Wu ex H. H. Hsue & H. W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
危 LC，云南特有；

——玉叶金花 Mussaenda pubescensW. T. Ait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腺萼木 Mycetia glandulosa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纤梗腺萼木 Mycetia gracilis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花腺萼木 Mycetia longiflora F. C. How ex H. S. L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团花 Neolamarckia cadamba (Roxburgh) Boss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新乌檀 Neonauclea griffithii (J. D. Hooker)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变红蛇根草 Ophiorrhiza subrubescens Dra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鸡矢藤 Paederia foetid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花大沙叶 Pavetta polyantha (J. D. Hooker) R. Brown ex Bremekamp；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
危 LC；
——美果九节 Psychotria calocarpa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滇南九节 Psychotria henryi H. Levei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染木树 Saprosma ternata (Wallich)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鸡仔木 Sinoadina racemosa (Siebold & Zuccarini) Ridsda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丰花草 Spermacoce pusilla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岭罗麦 Tarennoidea wallichii (J. D. Hooker) Tirvengadum & Sastr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钩藤 Uncaria macrophylla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攀茎钩藤 Uncaria scandens (Smith) Hutchin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 Cowa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花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floribunda (Craib) Cowa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32A. 香茜科 Carlemanniaceae

——蜘蛛花 Silvianthus bracteatus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34. 五福花科 Adoxaceae

——接骨草 Sambucus javanic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水红木 Viburnum cylindricum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鳞斑荚蒾 Viburnum punctatum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38. 菊科 Asteraceae
——美形金钮扣 Acmella calva (Candolle) R. K. Jans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下田菊 Adenostemma lavenia (Linnaeus) Kuntz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破坏草 Ageratina adenophora (Sprengel) R. M. King & H. Robinson；外来归化；

——**藿香蓟 Ageratum conyzoides Linnaeus；外来归化；

——牡蒿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er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猪毛蒿 Artemisia scopariaWaldstein & Kitaib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鬼针草 Bidens pilosa Linnaeus；
——柔毛艾纳香 Blumea axillaris (Lamarck)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艾纳香 Blumea balsamifera (Linnaeus)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千头艾纳香 Blumea lanceolaria (Roxburgh) Druc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飞机草 Chromolaena odorata (Linnaeus) R. M. King & H. Robinson；外来归化；

——**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am) S. Moore；外来归化；

——**蓝花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rubens (Jussieu ex Jacquin) S. Moore；外来归化；

——羊耳菊 Duhaldea cappa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 Pruski & Anderber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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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鳢肠 Eclipta prostrata (Linnaeus) Linnaeus；外来归化；

——地胆草 Elephantopus scaber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蓬草 Erigeron canadensis Linnaeus；外来归化；

——**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 Cavanilles；外来归化；

——菊三七 Gynura japonica (Thunberg) Ju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三角叶须弥菊 Himalaiella deltoidea (Candolle) Raab-Straub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六棱菊 Laggera alata (D. Don) Schultz Bipontinus ex Oliv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翼齿六棱菊 Laggera crispata (Vahl) Hepper & J. R. I. Woo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豨莶 Sigesbeckia orientalis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金腰箭 Synedrella nodiflora (Linnaeus) Gaertner；外来归化；

——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 (C. B. Clarke) C. Jeffrey & Y. L. Ch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肿柄菊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ey) A. Gray；外来归化；

——夜香牛 Vernonia cinerea (Linnaeus) Lessi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斑鸠菊 Vernonia esculenta Hems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滇缅斑鸠菊 Vernonia parishii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柳叶斑鸠菊 Vernonia saligna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林生斑鸠菊 Vernonia sylvatica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斑鸠菊 Vernonia volkameriifolia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42.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疏花车前 Plantago asiatica subsp. erosa (Wallich) Z. Yu 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车前 Plantago major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43. 桔梗科 Campanulaceae
——金钱豹 Campanumoea javanic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江南山梗菜 Lobelia davidii Franch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铜锤玉带草 Lobelia nummularia Lamarck；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49. 紫草科 Boraginaceae
——破布木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厚壳树 Ehretia acuminata R. Brow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250. 茄科 Solanaceae
——红丝线 Lycianthes biflora (Loureiro) Bitt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喀西茄 Solanum aculeatissimum Jacquin；
——假烟叶树 Solanum erianthum D. Don；
——龙葵 Solanum nigrum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水茄 Solanum torvum Swartz；外来归化；

251.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头花银背藤 Argyreia capitiformis (Poiret) van Ooststroo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银背藤 Argyreia wallichii Chois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花菟丝子 Cuscuta reflex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飞蛾藤 Dinetus racemosus (Wallich) Swe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五爪金龙 Ipomoea cairica (Linnaeus) Swe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外来归化；

——掌叶鱼黄草 Merremia vitifolia (N. L. Burman) H. Halli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52.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鞭打绣球 Hemiphragma heterophyllum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钟萼草 Lindenbergia philippensis (Chamisso & Schlechtendal)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
危 LC；
——紫萼蝴蝶草 Torenia violacea (Azaola ex Blanco) Penne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53. 列当科 Orobanchaceae
——野菰 Aeginetia indic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56. 苦苣苔科 Gesneriaceae
——显苞芒毛苣苔 Aeschynanthus bracteatusWallich ex A. P.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线条芒毛苣苔 Aeschynanthus lineatus Craib；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斑叶唇柱苣苔 Chirita pumila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盾座苣苔 Epithema carnosum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齿叶吊石苣苔 Lysionotus serratus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蛛毛苣苔 Paraboea sinensis (Oliver) B. L. Bur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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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舌苣苔 Rhynchoglossum obliquum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椭圆线柱苣苔 Rhynchotechum ellipticum (Wallich ex D. Dietrich) A. de Cando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

物卷-无危 LC；
——唇萼苣苔 Trisepalum birmanicum (Craib) B. L. Bur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57. 紫葳科 Bignoniaceae
——西南猫尾木 Markhamia stipulata (Wallich) Seemann ex K. Schu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火烧花 Mayodendron igneum (Kurz)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木蝴蝶 Oroxylum indicum (Linnaeus) Bentham ex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萼菜豆树 Radermachera microcalyx C. Y. Wu & W. C. Y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

国特有；

——羽叶楸 Stereospermum colais (Buchanan-Hamilton ex Dillwyn) Mabber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无危 LC；

259. 爵床科 Acanthaceae
——白接骨 Asystasia neesiana (Wallich) Ne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印度狗肝菜 Dicliptera bupleuroides Ne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野靛棵 Justicia patentiflora Hems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鳞花草 Lepidagathis incurva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蛇根叶 Ophiorrhiziphyllon macrobotryum Kur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山壳骨 Pseuderanthemum crenulatum (Wallich ex Lindley) Radl-kof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无危 LC；
——孩儿草 Rungia pectinata (Linnaeus) Ne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匍匐鼠尾黄 Rungia stolonifera C. B. Clar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弯花马蓝 Strobilanthes cyphantha Diel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球花马蓝 Strobilanthes dimorphotricha Hanc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山牵牛 Thunbergia grandiflor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63.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紫珠 Callicarpa bodinieri H. Levei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紫珠 Callicarpa macrophylla Vah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紫珠 Callicarpa rubella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腺茉莉 Clerodendrum colebrookianumWalper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赪桐 Clerodendrum japonicum (Thunberg) Swee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三对节 Clerodendrum serratum (Linnaeus) Mo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云南石梓 Gmelina arbore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马缨丹 Lantana camara Linnaeus；外来归化；

——过江芚 Phyla nodiflora (Linnaeus) E. L. Green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思茅豆腐柴 Premna szemaoensis P'e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马鞭草 Verbena officinalis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微毛布惊 Vitex quinata var. puberula (H. J. Lam) Molden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毛牡荆 Vitex vestitaWallich ex Schau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64. 唇形科 Lamiaceae
——紫背金盘 Ajuga nipponensisMakin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羽萼木 Colebrookea oppositifolia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秀丽火把花 Colquhounia elegansWallich ex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黄药 Elsholtzia pendulifloraW. W.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木锥花 Gomphostemma arbusculum C. Y. Wu；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小齿锥花 Gomphostemma microdon Du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牛尾草 Isodon ternifolius (D. Don) Kud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叶香茶菜 Isodon walkeri (Arnott) H. Har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米团花 Leucosceptrum canum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水珍珠菜 Pogostemon auricularius (Linnaeus) Hasskar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刺蕊草 Pogostemon glaber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异色黄芩 Scutellaria discolorWallich ex Bentham；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80. 鸭跖草科 Commelinaceae
——穿鞘花 Amischotolype hispida (A. Richard) D. Y. Ho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竹节菜 Commelina diffusa N. L. Burma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苞鸭跖草 Commelina paludos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蛛丝毛蓝耳草 Cyanotis arachnoidea C. B. Clar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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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籽草 Dictyospermum conspicuum (Blume) Hasskar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聚花草 Floscopa scandens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孔药花 Porandra ramosa D. Y. Ho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竹叶子 Streptolirion volubile Edgewor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87. 芭蕉科 Musaceae

——小果野蕉 Musa acuminata Coll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90. 姜科 Zingiberaceae

——云南草蔻 Alpinia blepharocalyx K. Schu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柄山姜 Alpinia kwangsiensis T. L. Wu & S. J. Ch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中国

特有；

——华山姜 Alpinia oblongifolia Hayat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宽唇山姜 Alpinia platychilus K. Schuman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心叶凹唇姜 Boesenbergia longiflora (Wallich) Kuntz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舞花姜 Globba racemosa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红姜花 Hedychium coccineum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姜花 Hedychium villosumWalli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黄斑姜 Zingiber flavomaculosum S. Q. To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云南特有；

——柱根姜 Zingiber teres S. Q. Tong & Y. M. Xi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292A. 闭鞘姜科 Costaceae

——闭鞘姜 Costus speciosus (J. Konig)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92A. 竹竽科 Marantaceae

——尖苞柊叶 Phrynium placentarium (Loureiro)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柊叶 Phrynium rheedei Suresh & Nicols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293. 百合科 Liliaceae
——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 F. T. Wang & S. C. Ch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云

南特有；

——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 (Linnaeus) Redout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蕊万寿竹 Disporum longistylum (H. Leveille & Vaniot) H. Har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LC，
中国特有；

——肖菝葜 Heterosmilax japonica Kun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 H. Leveill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间型沿阶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 D. D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滇黄精 Polygonatum kingianum Collett & Hems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菝葜 Smilax chin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筐条菝葜 Smilax corbularia Kun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马甲菝葜 Smilax lanceifoli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穿鞘菝葜 Smilax perfoliat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柱开口箭 Tupistra grandistigma F. T. Wang & S. Yun Li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302. 天南星科 Araceae
——越南万年青 Aglaonema simplex (Blume)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海芋 Alocasia odora (Roxburgh) K. Ko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一把伞南星 Arisaema erubescens (Wallich) Sch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芋 Colocasia esculenta (Linnaeus) Sch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野芋 Colocasia gigantea (Blume)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石柑子 Pothos chinensis (Rafinesque) Merr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螳螂跌打 Pothos scandens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曲苞芋 Remusatia pumila (D. Don) H. Li & A. Ha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岩芋 Remusatia vivipara (Roxburgh) Sch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爬树龙 Rhaphidophora decursiva (Roxburgh) Sch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上树蜈蚣 Rhaphidophora lancifolia Scho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叶崖角藤 Rhaphidophora megaphylla H. 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302A. 菖蒲科 Acoraceae
——金钱蒲 Acorus gramineus Solander ex Ait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306. 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 (Loureiro) Kuntz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小金梅草 Hypoxis aure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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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百部科 Stemonaceae
——大百部 Stemona tuberos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311.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参薯 Dioscorea alata Linnaeus；
——叉蕊薯蓣 Dioscorea collettii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光叶薯蓣 Dioscorea glabra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粘山药 Dioscorea hemsleyi Prain & Burk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白薯莨 Dioscorea hispida Dennsted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褐苞薯蓣 Dioscorea persimilis Prain & Burkil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濒危 EN；

314. 棕榈科 Arecaceae
——滇南省藤 Calamus henryanus Beccar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鱼尾葵 Caryota maxima Blume ex Marti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琴叶瓦理棕 Wallichia caryotoides Roxburg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315. 露兜树科 Pandanaceae
——分叉露兜 Pandanus urophyllus Hanc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321. 蒟蒻薯科 Taccaceae
——箭根薯 Tacca chantrieri Andre；

326. 兰科 Orchidaceae
——多花脆兰 Acampe rigida (Buchanan-Hamilton ex Smith) P. F. Hun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筒瓣兰 Anthogonium gracile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鸟舌兰 Ascocentrum ampullaceum (Roxburgh) Schlecht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濒危 EN；
——赤唇石豆兰 Bulbophyllum affine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钩梗石豆兰 Bulbophyllum nigrescens Rolf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密花石豆兰 Bulbophyllum odoratissimum (Smith)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麦穗石豆兰 Bulbophyllum orientale Seidenfad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伏生石豆兰 Bulbophyllum reptans (Lindley)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聚株石豆兰 Bulbophyllum sutepense (Rolfe ex Downie) Seidenfaden & Smitinan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

植物卷-易危 VU；
——美柱兰 Callostylis rigida Blum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云南叉柱兰 Cheirostylis yunnanensis Rolf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叶隔距兰 Cleisostoma fuerstenbergianum Kraenzl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栗鳞贝母兰 Coelogyne flaccida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美叶沼兰 Crepidium calophyllum (H. G. Reichenbach) Szlachetk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柱兰 Cylindrolobus marginatus (Rolfe) S. C. Chen & J. J. Woo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
——硬叶兰 Cymbidium mannii H. G. Reichenbach；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近危 NT；
——束花石斛 Dendrobium chrysanthumWallich ex Lindley；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鼓槌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 Lindley；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易危 VU；
——绒兰 Dendrolirium tomentosum (J. Koenig) S. C. Chen & J. J. Woo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无耳沼兰 Dienia ophrydis (J. Koenig) Ormerod & Seidenfad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高斑叶兰 Goodyera procera (Ker Gawler)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滇南翻唇兰 Hetaeria affinis (Griffith) Seidenfaden & Ormero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丛生羊耳蒜 Liparis cespitosa (Lamarck)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长茎羊耳蒜 Liparis viridiflora (Blume)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大花钗子股 Luisia magniflora Z. H. Tsi & S. C. Ch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云南特有；

——指叶拟毛兰 Mycaranthes pannea (Lindley) S. C. Chen & J. J. Wood；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全唇鸢尾兰 Oberonia integerrima Guillaumi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近危 NT；
——羽唇兰 Ornithochilus difformis (Wallich ex Lindley) Schlecht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钻柱兰 Pelatantheria rivesii (Guillaumin) Tang & F. T. Wan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易危 VU；
——节茎石仙桃 Pholidota articulata Lindley；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狭叶带唇兰 Tainia angustifolia (Lindley) Bentham & J. D. Ho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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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点兰 Thrixspermum centipeda Lourei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花拟万代兰 Vandopsis undulata (Lindley) J. J. Smit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花线柱兰 Zeuxine parvifolia (Ridley) Seidenfad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331. 莎草科 Cyperaceae
——浆果薹草 Carex baccans Ne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十字薹草 Carex cruciataWahlenberg；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砖子苗 Cyperus cyperoides (Linnaeus) Kuntz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多脉莎草 Cyperus diffusus Vah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百球藨草 Scirpus rosthornii Diel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 Retzi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高秆珍珠茅 Scleria terrestris (Linnaeus) Fassett；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332. 禾本科 Poaceae
——小叶荩草 Arthraxon lancifolius (Trinius) Hochstett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孟加拉野古草 Arundinella bengalensis (Sprengel) Druc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芦竹 Arundo donax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地毯草 Axonopus compressus (Swartz) P. Beauvois；外来归化；

——臭根子草 Bothriochloa bladhii (Retzius) S. T. Bla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硬秆子草 Capillipedium assimile (Steudel) A. Cam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假淡竹叶 Centotheca lappacea (Linnaeus) Desvaux；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虎尾草 Chloris virgata Swartz；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竹节草 Chrysopogon aciculatus (Retzius) Trini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Linnaeus) Persoo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弓果黍 Cyrtococcum patens (Linnaeus) A. Cam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龙爪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innaeus) Willdenow；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龙竹 Dendrocalamus giganteusMun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版纳甜龙竹 Dendrocalamus hamiltonii Nees & Arnott ex Mun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黄竹 Dendrocalamus membranaceusMunr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野龙竹 Dendrocalamus semiscandens Hsueh & D. Z. Li；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数据缺乏 DD，云

南特有；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innaeus) Gaertn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鼠妇草 Eragrostis atrovirens (Desfontaines) Trinius ex Steud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牛虱草 Eragrostis unioloides (Retzius) Nees ex Steud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扁穗牛鞭草 Hemarthria compressa (Linnaeus f.) R. Brow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innaeus) Raeusch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中华大节竹 Indosasa sinica C. D. Chu & C. S. Chao；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中国特有；

——小柳叶箬 Isachne clarkei J. D. Hooker；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 (Thunberg) Kuntz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 (Trinius) A. Cam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五节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ardiere) Warburg ex K. Schu-mann & Lauterbach；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
等植物卷-无危 LC；
——毛秆空轴茅 Mnesithea striata var. pubescens (Hackel) S. M. Phillips & S. L. Chen；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

植物卷-无危 LC；
——类芦 Neyraudia reynaudiana (Kunth) Keng ex Hitchcock；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竹叶草 Oplismenus compositus (Linnaeus) P. Beauvoi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求米草 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 (Arduino) Roemer & Schulte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藤竹草 Panicum incomtum Trini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两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i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狼尾草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Linnaeus) Spreng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 (Lamarck) Hack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钩毛草 Pseudechinolaena polystachya (Kunth) Stap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斑茅 Saccharum arundinaceum Retzi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蔗茅 Saccharum rufipilum Steudel；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甜根子草 Saccharum spontaneum Linnae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J. Konig) Stapf；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皱叶狗尾草 Setaria plicata (Lamarck) T. Cooke；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菅 Themeda villosa (Poiret) A. Camus；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粽叶芦 Thysanolaena latifolia (Roxburgh ex Hornemann) Honda；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无危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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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工程评价区群落样地记录表

一、麻楝、高山榕群落综合样方表

植物物种

样方号 1 2 3

存在度 盖度系数

海拔:m 885 850 900

坡度：° 40 20 25

坡向：° 270 145 130

坡位： 下 下 中

面积：m2 30*30 30*30 30*30

总盖度：% 75 75 80

群落高：m 20 22 19

GPS：° 21°59'44.77"/101°11'32.59" 21°59'10.65"/101°11'55.72" 21°59'19.25"/101°11'35.67"

乔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麻楝 Chukrasia tabularis 3.3 2.2 2.2 III 2250

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 2.2 2.2 1.1 III 1083

羽叶白头树 Garuga pinnata 2.2 + + II 507

八宝树 Duabanga grandiflora + . 2.2 II 503

浆果乌桕 Balakata baccata 1.1 1.1 1.1 I 250

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 1.1 1.1 1.1 I 250

红椿 Toona ciliata + 1.1 1.1 I 170

秋枫 Bischofia javanica 1.1 1.1 + I 170

云树 Garcinia cowa 1.1 1.1 + I 170

阔叶蒲桃 Syzygium megacarpum 1.1 1.1 + I 170

橄榄 Canarium album 1.1 1.1 + I 170

云南瘿椒树 Tapiscia yunnanensis 1.1 1.1 . I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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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天料木 Homalium ceylanicum . 1.1 1.1 I 167

红木荷 Schima wallichii 1.1 . 1.1 I 167

思茅黄肉楠 Actinodaphne henryi 1.1 . 1.1 I 167

云南黄杞 Engelhardia spicata 1.1 + + I 90

火烧花 Mayodendron igneum + + 1.1 I 90

黄杞 Engelhardia roxburghiana + + 1.1 I 90

毛瓣无患子 Sapindus rarak . . 1.1 I 83

滇南杜英 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 + . + I 7

奶桑 Morus macroura . + . I 3

翅果麻 Kydia calycina + . . I 3

灌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毛八角枫 Alangium kurzii 1.1 1.1 1.1 I 250

大果山香圆 Turpinia pomifera + 1.1 1.1 I 170

钝叶桂 Cinnamomum bejolghota 1.1 1.1 + I 170

滇南山矾 Symplocos hookeri + 1.1 1.1 I 170

滇南红厚壳 Calophyllum polyanthum 1.1 . 1.1 I 167

红光树 Knema tenuinervia 1.1 . 1.1 I 167

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 1.1 1.1 . I 167

野楤头 Aralia armata + 1.1 + I 90

猪肚木 Canthium horridum 1.1 + + I 90

假黄皮 Clausena excavata + + 1.1 I 90

当归藤 Embelia parviflora + 1.1 + I 90

香面叶 Iteadaphne caudata 1.1 + + I 90

包疮叶 Maesa indica + + 1.1 I 90

单叶蜜茱萸 Melicope viticina + 1.1 + I 90

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 1.1 + + I 90

刺通草 Trevesia palmata . 1.1 + I 87

白楸 Mallotus paniculatus . + 1.1 I 87

棒果榕 Ficus subincisa + . 1.1 I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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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羽火筒树 Leea asiatica 1.1 + . I 87

披针叶楠 Phoebe lanceolata . 1.1 + I 87

齿叶黄皮 Clausena dunniana + + + I 10

密脉鹅掌柴 Schefflera elliptica + + + I 10

南方紫金牛 Ardisia thyrsiflora + . + I 7

木奶果 Baccaurea ramiflora . + + I 7

一担柴 Colona floribunda + + . I 7

白毛算盘子 Glochidion arborescens + + . I 7

木锥花 Gomphostemma arbusculum + . + I 7

草本层-多优度-群聚度 —— ——

大羽新月蕨 Pronephrium nudatum 2.2 1.1 2.2 III 1083

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 1.1 1.1 2.2 II 667

海芋 Alocasia odora 2.2 1.1 1.1 II 667

阔叶鳞盖蕨 Microlepia platyphylla + 1.1 2.2 II 587

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 2.2 + II 507

棕鳞铁角蕨 Asplenium yoshinagae + 2.2 . II 503

假毛蕨 Pseudocyclosorus tylodes 1.1 1.1 1.1 I 250

裂叶秋海棠 Begonia palmata 1.1 1.1 + I 170

滇线蕨 Leptochilus ellipticus var. pentaphyllus 1.1 1.1 + I 170

光亮瘤蕨 Phymatosorus cuspidatus 1.1 + 1.1 I 170

高秆珍珠茅 Scleria terrestris 1.1 1.1 + I 170

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 1.1 + 1.1 I 170

云南山壳骨 Pseuderanthemum crenulatum + + 1.1 I 90

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 + 1.1 + I 90

粗喙秋海棠 Begonia longifolia + 1.1 + I 90

越南万年青 Aglaonema simplex + + 1.1 I 90

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 1.1 + + I 90

似薄唇蕨 Leptochilus decurrens + 1.1 + I 90

薄叶牙蕨 Pteridrys cnemidaria + + 1.1 I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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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舌苣苔 Rhynchoglossum obliquum + + 1.1 I 90

美观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speciosa + 1.1 . I 87

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 1.1 + . I 87

华山姜 Alpinia oblongifolia 1.1 . + I 87

铜锤玉带草 Lobelia nummularia 1.1 + . I 87

蜂斗草 Sonerila cantonensis 1.1 + . I 87

云南草蔻 Alpinia blepharocalyx + + + I 10

蒙自凤仙花 Impatiens mengtszeana + + + I 10

浆果薹草 Carex baccans . + + I 7

舞花姜 Globba racemosa + + . I 7

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 . + + I 7

下延叉蕨 Tectaria decurrens + . . I 3

滇南狗脊 Woodwardia magnifica + . . I 3

藤本和附生层间植物-德氏多度

阔叶风车子 Combretum latifolium un un un 木质藤本 ——

榼藤 Entada phaseoloides un un 木质藤本 ——

簕茜 Benkara sinensis un un un 木质藤本 ——

穿鞘菝葜 Smilax perfoliata un un un 木质藤本 ——

十字崖爬藤 Tetrastigma cruciatum sol un 草质藤本 ——

崖姜 Aglaomorpha coronans un un 附生草本 ——

密花石豆兰 Bulbophyllum odoratissimum sol sol 附生草本 ——

美柱兰 Callostylis rigida sol sp 附生草本 ——

钻柱兰 Pelatantheria rivesii cop2 un cop1 附生草本 ——

星蕨 Microsorum punctatum un un 附生草本 ——

长叶隔距兰 Cleisostoma fuerstenbergianum sol sol 附生草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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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木荷、棱刺锥群落综合样方表

植物物种

样方号 4 5 6

存在度 盖度系数

海拔:m 1200 705 640

坡度：° 25 20 25

坡向：° 190 120 100

坡位： 上 上 上

面积：m2 20*30 20*30 20*30

总盖度：% 85 80 75

群落高：m 14 13 15

GPS：° 22° 0'23.74"/101°11'29.43" 21°57'20.04"/101°13'38.16" 21°55'7.83"/101°13'39.66"

乔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红木荷 Schima wallichii 3.3 4.4 3.3 V 4250

棱刺锥 Castanopsis clarkei 3.3 2.2 2.2 III 2250

茶梨 Anneslea fragrans 2.2 2.2 1.1 III 1083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2.2 + + II 507

中平树 Macaranga denticulata 1.1 1.1 1.1 I 250

香合欢 Albizia odoratissima 1.1 1.1 1.1 I 250

翅果麻 Kydia calycina 1.1 1.1 1.1 I 250

合果木 Michelia baillonii 1.1 1.1 1.1 I 250

披针叶楠 Phoebe lanceolata 1.1 1.1 1.1 I 250

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 1.1 1.1 1.1 I 250

短刺锥 Castanopsis echinocarpa 1.1 + 1.1 I 170

短序厚壳桂 Cryptocarya brachythyrsa 1.1 + 1.1 I 170

野柿 Diospyros kaki var. silvestris 1.1 1.1 + I 170

滇新樟 Neocinnamomum caudatum 1.1 + 1.1 I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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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毛润楠 Machilus tenuipilis 1.1 1.1 + I 170

深绿山龙眼 Helicia nilagirica 1.1 . 1.1 I 167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1.1 1.1 . I 167

泥椎柯 Lithocarpus fenestratus 2.1 1.1 . I 153

云南黄杞 Engelhardia spicata + + 1.1 I 90

云南银柴 Aporosa yunnanensis 1.1 + + I 90

假樱叶杜英 Elaeocarpus prunifolioides 1.1 + + I 90

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 + + 1.1 I 90

滇南杜英 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 1.1 + . I 87

南亚泡花树 Meliosma arnottiana 1.1 . . I 83

滇南木姜子 Litsea martabanica 1.1 + + I 47

多花含笑 Michelia floribunda + + + I 10

灌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 2.2 1.1 1.1 II 667

大果刺篱木 Flacourtia ramontchi 2.2 1.1 1.1 II 667

浆果楝 Cipadessa baccifera 1.1 + 2.2 II 587

网脉山龙眼 Helicia reticulata 1.1 1.1 1.1 I 250

包疮叶 Maesa indica 1.1 1.1 1.1 I 250

岗柃 Eurya groffii 1.1 1.1 + I 170

大叶鼠刺 Itea macrophylla 1.1 1.1 + I 170

毛杜茎山 Maesa permollis + 1.1 1.1 I 170

思茅崖豆 Millettia leptobotrya + 1.1 1.1 I 170

海南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subsp. brachystachys 1.1 + 1.1 I 170

硬核 Scleropyrum wallichianum 1.1 + 1.1 I 170

猴耳环 Archidendron clypearia 1.1 + + I 90

小芸木 Micromelum integerrimum + 1.1 + I 90

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 + + 1.1 I 90

苹果榕 Ficus oligodon + + 1.1 I 90

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 1.1 + + I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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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苹婆 Sterculia lanceolata + 1.1 + I 90

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 1.1 . + I 87

波缘大参 Macropanax undulatus 1.1 + . I 87

尾叶血桐 Macaranga kurzii 1.1 + . I 87

短柄苹婆 Sterculia brevissima + + + I 10

滇南红厚壳 Calophyllum polyanthum + + + I 10

伞花冬青 Ilex godajam + + + I 10

密花树 Myrsine seguinii + + + I 10

云南斑籽木 Baliospermum calycinum + . + I 7

白毛算盘子 Glochidion arborescens + + . I 7

北酸脚杆 Medinilla septentrionalis . + + I 7

越南巴豆 Croton kongensis + . . I 3

草本层-多优度-群聚度 —— ——

滇南狗脊 Woodwardia magnifica 1.1 1.1 2.2 II 667

傅氏凤尾蕨 Pteris fauriei + 1.1 2.2 II 587

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 2.2 + 1.1 II 587

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 2.2 + II 507

毛轴蕨 Pteridium revolutum + 2.2 . II 503

渐尖楼梯草 Elatostema acuminatum 1.1 1.1 1.1 I 250

云南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henryi 1.1 1.1 + I 170

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 + 1.1 1.1 I 170

阔叶鳞盖蕨 Microlepia platyphylla 1.1 1.1 + I 170

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 1.1 1.1 + I 170

头花耳草 Hedyotis capitellata 1.1 + 1.1 I 170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1.1 1.1 + I 170

弯花马蓝 Strobilanthes cyphantha 1.1 + 1.1 I 170

高秆珍珠茅 Scleria terrestris 1.1 1.1 + I 170

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 1.1 1.1 . I 167

硬秆子草 Capillipedium assimile 1.1 . 1.1 I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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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荩草 Arthraxon lancifolius + + 1.1 I 90

裂叶秋海棠 Begonia palmata + + 1.1 I 90

铜锤玉带草 Lobelia nummularia + 1.1 + I 90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 1.1 . I 87

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 1.1 + . I 87

间型沿阶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 + 1.1 . I 87

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 1.1 . . I 83

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 1.1 + + I 47

刺蕊草 Pogostemon glaber + + + I 10

异色黄芩 Scutellaria discolor + + + I 10

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 + + + I 10

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 + + I 7

长蕊万寿竹 Disporum longistylum + . + I 7

金腰箭 Synedrella nodiflora + . + I 7

舞花姜 Globba racemosa . + + I 7

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 . . + I 3

藤本和附生层间植物-德氏多度

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 sol sol 草质藤本 ——

地不容 Stephania epigaea un un un 草质藤本 ——

绒兰 Dendrolirium tomentosum sol sp 附生草本 ——

鞘花 Macrosolen cochinchinensis un un un 寄生灌木 ——

滇南省藤 Calamus henryanus un sol un 木质藤本 ——

绿独子藤 Celastrus virens un un 木质藤本 ——

毛木通 Clematis buchananiana un un 木质藤本 ——

象鼻藤 Dalbergia mimosoides sol un 木质藤本 ——

大花胡颓子 Elaeagnus macrantha sol un 木质藤本 ——

间序油麻藤 Mucuna interrupta cop2 cop1 cop1 木质藤本 ——

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sol sol 木质藤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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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木荷、印度锥群落综合样方表

植物物种

样方号 7 8 9

存在度 盖度系数

海拔:m 640 650 690

坡度：° 20 25 35

坡向：° 135 40 210

坡位： 中 中 上

面积：m2 20*30 20*30 20*30

总盖度：% 80 85 75

群落高：m 16 15 14

GPS：° 21°55'0.32"/101°13'49.73" 21°54'57.90"/101°14'6.60" 21°58'24.84"/101°12'45.99"

乔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红木荷 Schima wallichii 3.3 4.4 3.3 V 4250

印度锥 Castanopsis indica 3.3 2.2 2.2 III 2250

披针叶楠 Phoebe lanceolata 2.2 2.2 1.1 III 1083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2.2 + + II 507

泡腺血桐 Macaranga pustulata 1.1 1.1 1.1 I 250

棱刺锥 Castanopsis clarkei 1.1 1.1 1.1 I 250

岭罗麦 Tarennoidea wallichii 1.1 1.1 1.1 I 250

银叶锥 Castanopsis argyrophylla 1.1 1.1 1.1 I 250

茶梨 Anneslea fragrans 1.1 1.1 1.1 I 250

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 1.1 1.1 1.1 I 250

短刺锥 Castanopsis echinocarpa 1.1 + 1.1 I 170

浆果乌桕 Balakata baccata 1.1 + 1.1 I 170

齿叶枇杷 Eriobotrya serrata 1.1 1.1 + I 170

云南臀果木 Pygeum henryi 1.1 + 1.1 I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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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羊蹄甲 Bauhinia acuminata 1.1 1.1 + I 170

深绿山龙眼 Helicia nilagirica 1.1 . 1.1 I 167

劲直刺桐 Erythrina stricta 1.1 1.1 . I 167

泥椎柯 Lithocarpus fenestratus 2.1 1.1 . I 153

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 + + 1.1 I 90

云南银柴 Aporosa yunnanensis 1.1 + + I 90

假樱叶杜英 Elaeocarpus prunifolioides 1.1 + + I 90

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 + + 1.1 I 90

滇南杜英 Elaeocarpus austroyunnanensis 1.1 + . I 87

楹树 Albizia chinensis 1.1 . . I 83

四角蒲桃 Syzygium tetragonum 1.1 + + I 47

剑叶木姜子 Litsea lancifolia + + + I 10

灌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 2.2 1.1 1.1 II 667

密花树 Myrsine seguinii 2.2 1.1 1.1 II 667

浆果楝 Cipadessa baccifera 1.1 + 2.2 II 587

长梗三宝木 Trigonostemon thyrsoideus 1.1 1.1 1.1 I 250

包疮叶 Maesa indica 1.1 1.1 1.1 I 250

岗柃 Eurya groffii 1.1 1.1 + I 170

小叶干花豆 Fordia microphylla 1.1 1.1 + I 170

毛杜茎山 Maesa permollis + 1.1 1.1 I 170

南方紫金牛 Ardisia thyrsiflora + 1.1 1.1 I 170

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 1.1 + 1.1 I 170

椴叶山麻杆 Alchornea tiliifolia 1.1 + 1.1 I 170

猴耳环 Archidendron clypearia 1.1 + + I 90

小芸木 Micromelum integerrimum + 1.1 + I 90

黄牛木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e + + 1.1 I 90

毛八角枫 Alangium kurzii + + 1.1 I 90

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 1.1 + + I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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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 1.1 + I 90

一担柴 Colona floribunda 1.1 . + I 87

波缘大参 Macropanax undulatus 1.1 + . I 87

尾叶血桐 Macaranga kurzii 1.1 + . I 87

华南吴萸 Tetradium austrosinense + + + I 10

尖叶桂樱 Laurocerasus undulata + + + I 10

伞花冬青 Ilex godajam + + + I 10

岭罗麦 Tarennoidea wallichii + + + I 10

云南斑籽木 Baliospermum calycinum + . + I 7

白毛算盘子 Glochidion arborescens + + . I 7

褐叶柄果木 Mischocarpus pentapetalus . + + I 7

钝叶黑面神 Breynia retusa + . . I 3

草本层-多优度-群聚度 —— ——

滇南狗脊 Woodwardia magnifica 1.1 1.1 2.2 II 667

傅氏凤尾蕨 Pteris fauriei + 1.1 2.2 II 587

金毛狗蕨 Cibotium barometz 2.2 + 1.1 II 587

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 2.2 + II 507

毛轴蕨 Pteridium revolutum + 2.2 . II 503

蛇根叶 Ophiorrhiziphyllon macrobotryum 1.1 1.1 1.1 I 250

云南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henryi 1.1 1.1 + I 170

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 + 1.1 1.1 I 170

阔叶鳞盖蕨 Microlepia platyphylla 1.1 1.1 + I 170

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 1.1 1.1 + I 170

头花耳草 Hedyotis capitellata 1.1 + 1.1 I 170

白接骨 Asystasia neesiana 1.1 1.1 + I 170

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 1.1 + 1.1 I 170

阔叶鳞盖蕨 Microlepia platyphylla 1.1 1.1 + I 170

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 1.1 1.1 . I 167

柊叶 Phrynium rheedei 1.1 . 1.1 I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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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蕊草 Pogostemon glaber + + 1.1 I 90

野靛棵 Justicia patentiflora + + 1.1 I 90

铜锤玉带草 Lobelia nummularia + 1.1 + I 90

欧洲凤尾蕨 Pteris cretica + 1.1 . I 87

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 1.1 + . I 87

间型沿阶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 + 1.1 . I 87

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 1.1 . . I 83

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 1.1 + + I 47

刺蕊草 Pogostemon glaber + + + I 10

异色黄芩 Scutellaria discolor + + + I 10

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 + + + I 10

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 + + I 7

长蕊万寿竹 Disporum longistylum + . + I 7

间型沿阶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 + . + I 7

舞花姜 Globba racemosa . + + I 7

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 . . + I 3

藤本和附生层间植物-德氏多度

大叶银背藤 Argyreia wallichii un sol un 草质藤本 ——

光叶薯蓣 Dioscorea glabra sol sol 草质藤本 ——

鸟舌兰 Ascocentrum ampullaceum sol sp 附生草本 ——

钩梗石豆兰 Bulbophyllum nigrescens sol un 附生草本 ——

离瓣寄生 Helixanthera parasitica un un un 寄生灌木 ——

绿独子藤 Celastrus virens un un 木质藤本 ——

象鼻藤 Dalbergia mimosoides sol un 木质藤本 ——

斜叶黄檀 Dalbergia pinnata un un un 木质藤本 ——

厚果崖豆藤 Millettia pachycarpa un un 木质藤本 ——

间序油麻藤 Mucuna interrupta cop2 cop1 cop1 木质藤本 ——

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sol sol 木质藤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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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黄牛木、飞机草、类芦群落综合样方表

植物物种

样方号 10 11 12

存在度 盖度系数

海拔:m 680 750 650

坡度：° 30 20 25

坡向：° 230 210 170

坡位： 中 中 中

面积：m2 20*20 20*20 20*20

总盖度：% 70 75 70

群落高：m 6 8 5

GPS：° 21°58'16.82"/101°12'44.69" 21°58'9.91"/101°12'59.55" 21°55'7.94"/101°13'41.79"

乔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黄牛木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e 1.1 1.1 1.1 I 250

假柿木姜子 Litsea monopetala 1.1 1.1 + I 170

秧青 Dalbergia assamica 1.1 + 1.1 I 170

云南黄杞 Engelhardia spicata 1.1 + 1.1 I 170

枹丝锥 Castanopsis calathiformis 1.1 + 1.1 I 170

短刺锥 Castanopsis echinocarpa 1.1 + + I 90

中平树 Macaranga denticulata 1.1 + + I 90

茶梨 Anneslea fragrans 1.1 . + I 87

野菠萝蜜 Artocarpus lakoocha 1.1 . + I 87

钝叶黄檀 Dalbergia obtusifolia + + + I 10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 + + I 10

灌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水麻 Debregeasia orientalis + 1.1 1.1 II 170

椴叶山麻杆 Alchornea tiliifolia + 1.1 + I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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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叶黑面神 Breynia retusa + + 1.1 I 90

粗叶榕 Ficus hirta + 1.1 + I 90

香面叶 Iteadaphne caudata 1.1 + + I 90

假柿木姜子 Litsea monopetala 1.1 + + I 90

尖子木 Oxyspora paniculata 1.1 + + I 90

滇南杜鹃 Rhododendron hancockii 1.1 + + I 90

序叶苎麻 Boehmeria clidemioides var. diffusa 1.1 . + I 87

猪肚木 Canthium horridum + 1.1 . I 87

朴叶扁担杆 Grewia celtidifolia 1.1 . + I 87

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 + 1.1 . I 87

红雾水葛 Pouzolzia sanguinea + 1.1 . I 87

盐麸木 Rhus chinensis + 1.1 . I 87

浆果楝 Cipadessa baccifera + + + I 10

假黄皮 Clausena excavata + + + I 10

白饭树 Flueggea virosa + + + I 10

接骨草 Sambucus javanica + + + I 10

白檀 Symplocos paniculata + + + I 10

刺蒴麻 Triumfetta rhomboidea + + + I 10

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 + + . I 7

地果 Ficus tikoua + + . I 7

毛桐 Mallotus barbatus . + + I 7

假烟叶树 Solanum erianthum . + + I 7

草本层-多优度-群聚度 —— ——

飞机草 Chromolaena odorata 2.2 1.1 2.2 IV 1083

类芦 Neyraudia reynaudiana + 1.1 . I 87

菅 Themeda villosa 1.1 . + I 87

斑茅 Saccharum arundinaceum + 1.1 . I 87

欧洲凤尾蕨 Pteris cretica + 1.1 . I 87

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 + + + I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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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果薹草 Carex baccans + + + I 10

马缨丹 Lantana camara + + + I 10

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 + + + I 10

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 + + + I 10

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 + + + I 10

高秆珍珠茅 Scleria terrestris + + + I 10

豨莶 Sigesbeckia orientalis + + + I 10

粽叶芦 Thysanolaena latifolia + + + I 10

两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 + + I 10

藿香蓟 Ageratum conyzoides + + . I 7

鬼针草 Bidens pilosa . + + I 7

硬秆子草 Capillipedium assimile + + . I 7

弓果黍 Cyrtococcum patens + + . I 7

菊三七 Gynura japonica + . + I 7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 + . I 7

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 + . I 7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 + + I 7

藤本和附生层间植物-德氏多度 —— ——

掌叶鱼黄草 Merremia vitifolia un 草质藤本 ——

毛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var. mollis cop1 sol cop1 草质藤本 ——

飞蛾藤 Dinetus racemosus un cop1 un 草质藤本 ——

油渣果 Hodgsonia heteroclita un un cop1 草质藤本 ——

地不容 Stephania epigaea sol 草质藤本 ——

山牵牛 Thunbergia grandiflora un sol un 草质藤本 ——

巴豆藤 Craspedolobium unijugum sol un 木质藤本 ——

多花瓜馥木 Fissistigma polyanthum sol sol 木质藤本 ——

心叶青藤 Illigera cordata un un sol 木质藤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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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花羊蹄甲、刚莠竹群落综合样方表

植物物种

样方号 13 14 15

存在度 盖度系数

海拔:m 620 590 800

坡度：° 25 15 10

坡向：° 160 220 145

坡位： 下 下 下

面积：m2 20*20 20*20 20*20

总盖度：% 65 40 85

群落高：m 7 6 8

GPS：° 21°54'39.21"/101°14'49.82" 21°54'32.45"/101°15'14.61" 21°59'31.74"/101°11'35.10"

乔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白花羊蹄甲 Bauhinia acuminata 1.1 1.1 1.1 I 250

毛银柴 Aporosa villosa + 1.1 + I 90

白楸 Mallotus paniculatus + + + I 10

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 + + . I 7

粗糠柴 Mallotus philippensis . + + I 7

山黄麻 Trema tomentosa + . + I 7

中平树 Macaranga denticulata . + . I 3

南亚泡花树 Meliosma arnottiana . + . I 3

印度血桐 Macaranga indica . + . I 3

灌木层-多优度-群聚度 —— ——

圆果算盘子 Glochidion sphaerogynum 2.2 1.1 2.2 IV 1083

茶梨 Anneslea fragrans 1.1 2.2 + II 587

岗柃 Eurya groffii 1.1 + 2.2 II 587

猴耳环 Archidendron clypearia 2.2 + + II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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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木樨榄 Olea rosea 1.1 1.1 + I 170

尖子木 Oxyspora paniculata + 1.1 1.1 I 170

猪肚木 Canthium horridum 1.1 + + I 90

单叶蜜茱萸 Melicope viticina 1.1 + + I 90

南亚泡花树 Meliosma arnottiana + + 1.1 I 90

密花树 Myrsine seguinii + 1.1 + I 90

云南木犀榄 Olea tsoongii 1.1 + + I 90

羽萼木 Colebrookea oppositifolia + 1.1 + I 90

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 1.1 . + I 87

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 + 1.1 . I 87

山香圆 Turpinia montana . 1.1 + I 87

斑鸠菊 Vernonia esculenta + . 1.1 I 87

腺茉莉 Clerodendrum colebrookianum 1.1 . . I 83

五瓣子楝树 Decaspermum parviflorum . 1.1 . I 83

楹树 Albizia chinensis + + + I 10

对叶榕 Ficus hispida + + + I 10

毛杜茎山 Maesa permollis + + + I 10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 + + I 10

粗毛水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 subsp. barbata + + + I 10

棒果榕 Ficus subincisa + . + I 7

包疮叶 Maesa indica . + + I 7

鳞斑荚蒾 Viburnum punctatum + . + I 7

红紫珠 Callicarpa rubella . + . I 3

米团花 Leucosceptrum canum . + . I 3

草本层-多优度-群聚度 —— ——

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 2.2 1.1 2.2 IV 1083

飞机草 Chromolaena odorata 2.2 1.1 + III 587

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 + 2.2 1.1 III 587

豨莶 Sigesbeckia orientalis 1.1 + 2.2 III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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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 + 2.2 + II 507

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 2.2 + II 507

鳞花草 Lepidagathis incurva + 2.2 . II 503

弓果黍 Cyrtococcum patens 1.1 + 1.1 III 170

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 1.1 1.1 + III 170

浆果薹草 Carex baccans 1.1 1.1 + III 170

欧洲凤尾蕨 Pteris venusta 1.1 1.1 + III 170

粽叶芦 Thysanolaena latifolia 1.1 1.1 + III 170

球花马蓝 Strobilanthes dimorphotricha + 1.1 1.1 III 170

十字薹草 Carex cruciata 1.1 . 1.1 III 167

滇南天门冬 Asparagus subscandens + + 1.1 II 90

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 1.1 + II 90

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itulata 1.1 + + II 90

舞花姜 Globba racemosa 1.1 + + II 90

糯米团 Gonostegia hirta + + 1.1 II 90

六棱菊 Laggera alata + + 1.1 II 90

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 1.1 + + II 90

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 + 1.1 + II 90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 1.1 . II 87

齿牙毛蕨 Cyclosorus dentatus 1.1 + . II 87

毛姜花 Alpinia japonica + + + I 10

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 + + + I 10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 + + I 10

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 + + + I 10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 + . I 7

闭鞘姜 Costus speciosus + . + I 7

钩毛草 Pseudechinolaena polystachya . . + I 3

藤本和附生层间植物-德氏多度

大花虫豆 Cajanus grandiflorus cop1 sol cop1 草质藤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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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酸藤果 Embelia ribes un sol un 草质藤本 ——

红毛玉叶金花 Mussaenda hossei un un un 草质藤本 ——

鸡矢藤 Paederia foetida un 草质藤本 ——

密花葛 Pueraria alopecuroides un un 草质藤本 ——

葛麻姆 Pueraria montana var. lobata un sol 草质藤本 ——

宿苞豆 Shuteria involucrata sol sp 草质藤本 ——

茅瓜 Solena heterophylla cop2 cop1 cop1 草质藤本 ——

土蜜藤 Bridelia stipularis un un un 木质藤本 ——

见血飞 Caesalpinia cucullata un sol un 木质藤本 ——

古钩藤 Cryptolepis buchananii un un 木质藤本 ——

象鼻藤 Dalbergia mimosoides sol un 木质藤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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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工程评价区脊椎动物名录

表 1 评价区分布的两栖类物种名录

序号 目 科 中文名 科学名 数据来源 区系从属 相对多度 受胁评级

1 无尾目 Anura 蟾蜍科 Bufonidae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访问 OP ++ LC
2 无尾目 Anura 蛙科 Ranidae 大绿臭蛙 Odorrana graminea 文献 O + LC
3 无尾目 Anura 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泽陆蛙 Fejervarya multistriata 文献 O ++ LC
4 无尾目 Anura 树蛙科 Rhacophoridae 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调查 O ++ LC
5 无尾目 Anura 姬蛙科 Microhylidae 粗皮姬蛙 Microhyla butleri 文献 O ++ LC
6 无尾目 Anura 姬蛙科 Microhylidae 小弧斑姬蛙 Microhyla heymonsi 文献 O ++ LC
7 无尾目 Anura 姬蛙科 Microhylidae 饰纹姬蛙 Microhyla fissipes 调查 O ++ LC

物种编目说明：

1分类阶元：依据《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蒋志刚等，2016）。

2区系从属：O=东洋区；P=古北区；OP=东洋古北广布。

3相对多度：+++=常见；少见++；罕见+。
4保护等级或受胁评级：I=国家 I级重点保护动物；II=国家 II级重点保护动物；Y=云南省保护动物；CR=极危；EN=濒危；VU=易危；NT=近危；LC=无危；DD=
资料缺乏（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5特有性：Δ=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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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评价区分布的爬行类物种名录

序号 目 科 中文名 科学名
数据

来源

区系

从属

相对

多度

保护或受

胁评级

1 有鳞目 Squamata 壁虎科 Gekkonidae 原尾蜥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调查 O +++ LC
2 有鳞目 Squamata 壁虎科 Gekkonidae 锯尾蜥虎 Hemidactylus garnotii 访问 O ++ LC
3 有鳞目 Squamata 石龙子科 Scincidae 铜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文献 O + LC
4 有鳞目 Squamata 石龙子科 Scincidae 中国石龙子 Plestiodon chinensis 文献 O ++ LC
5 有鳞目 Squamata 鬣蜥科 Agamidae 变色树蜥 Calotes versicolor 文献 O + LC
6 有鳞目 Squamata 鬣蜥科 Agamidae 棕背树蜥 Calotes emma 调查 O +++ LC
7 有鳞目 Squamata 盲蛇科 Typhlopidae 钩盲蛇 Indotyphlops braminus 访问 O ++ DD
8 有鳞目 Squamata 蝰科 Viperidae 白唇竹叶青 Trimeresurus albolabris 访问 O + LC
9 有鳞目 Squamata 游蛇科 Colubridae 大眼斜鳞蛇 Pseudoxenodon macrops 文献 O + LC
10 有鳞目 Squamata 游蛇科 Colubridae 过树蛇 Dendrelaphis pictus 文献 O + LC
11 有鳞目 Squamata 游蛇科 Colubridae 红脖颈槽蛇 Rhabdophis subminiatus 文献 O ++ LC

物种编目说明：

1分类阶元：依据《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蒋志刚等，2016）。

2区系从属：O=东洋区；P=古北区；OP=东洋古北广布。

3相对多度：++++=优势；+++=常见；少见++；罕见+。
4保护等级或受胁评级：I=国家 I级重点保护动物；II=国家 II级重点保护动物；Y=云南省保护动物； CR=极危；EN=濒危；VU=易危；NT=近危；LC=无危；

DD=资料缺乏（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5特有性：Δ=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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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评价区分布的鸟类物种名录

序

号
目 科 中文名 科学名 区系从属 居留类型 保护等级 相对多度 濒危等级 数据来源

1 䴙䴘目 䴙䴘科 小鸊鷉 Podiceps ruficollis OP R ++ LC 调查

2 鹳形目 鹭科 苍鹭 Ardea cinerea OP R ++ LC 调查

3 鹳形目 鹭科 白鹭 Egretta garzetta OP R +++ LC 调查

4 鹳形目 鹭科 牛背鹭 Bubulcus ibis O R ++ LC 调查

5 鹳形目 鹭科 池鹭 Ardeola bacchus OP R +++ LC 调查

6 鹳形目 鹭科 夜鹭 Nycticorax nycticorax O R ++ LC 调查

7 鹳形目 鹳科 亚洲钳嘴鹳 Anastomus oscitans O S + LC 调查

8 隼形目 鹰科 黑翅鸢 Elanus caeruleus O R 国家二级 ++ NT 调查

9 隼形目 鹰科 黑鸢 Milvus migrans O WP 国家二级 + NT 文献

10 隼形目 鹰科 普通鵟 Buteo buteo P WP 国家二级 ++ NT 文献

11 隼形目 鹰科 凤头鹰 Accipiter trivirgatus O R 国家二级 + NT 文献

12 隼形目 隼科 红隼 Falco tinnunculus OP RW 国家二级 ++ LC 文献

13 鸻形目 鹬科 白腰草鹬 Tringa ochropus P WP + LC 调查

14 鸻形目 鹬科 矶鹬 Tringa hypoleucos P WP ++ LC 文献

15 鸽形目 鸠鸽科 山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O R +++ LC 调查

16 鸽形目 鸠鸽科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 OP R +++ LC 调查

17 鹃形目 杜鹃科 大杜鹃 Cuculus canorus OP SP ++ LC 调查

18 鹃形目 杜鹃科 八声杜鹃 Cuculus merulinus O SP ++ LC 调查

19 鹃形目 杜鹃科 噪鹃 Eudynamys scolopacea O SP ++ LC 调查

20 鹃形目 杜鹃科 褐翅鸦鹃 Centropus sinensis O R 国家二级 ++ LC 调查

21 夜鹰目 夜鹰科 普通夜鹰 Caprimulgus indicus OP S ++ LC 访问

22 雨燕目 雨燕科 小白腰雨燕 Apus affinis O R ++ LC 调查

23 雨燕目 雨燕科 棕雨燕 Cypsiurus parvus O R ++ LC 调查

24 佛法僧目 翠鸟科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OP R +++ LC 调查

25 䴕形目 啄木鸟科 蓝喉拟啄木鸟 Megalaima asiatica O R ++ LC 调查

26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Hirundo rustica OP RW +++ LC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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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雀形目 燕科 金腰燕 Hirundo daurica OP RW ++ LC 调查

28 雀形目 鹡鸰科 白鹡鸰 Motacilla alba OP RW +++ LC 调查

29 雀形目 鹡鸰科 灰鹡鸰 Motacilla cinere OP WP ++ LC 调查

30 雀形目 鹡鸰科 田鹨 Anthus richardi O WP ++ LC 调查

31 雀形目 鹡鸰科 水鹨 Anthus spinoletta OP WP +++ LC 文献

32 雀形目 鹡鸰科 树鹨 Anthus hodgsoni OP WP +++ LC 调查

33 雀形目 山椒鸟科 短嘴山椒鸟 Pericrocotus brevirostris O R ++ LC 调查

34 雀形目 鹎科 红耳鹎 Pycnonotus jocosus O R +++ LC 调查

35 雀形目 鹎科 黄臀鹎 Pycnonotu xanthorrhous O R +++ LC 调查

36 雀形目 鹎科 白喉红臀鹎 Pycnonotus aurigaster O R ++++ LC 调查

37 雀形目 鹎科 黑冠黄鹎 Pycnonotu melanicterus O R + LC 文献

38 雀形目 鹎科 灰眼短脚鹎 Iole propinqua O R + LC 调查

39 雀形目 伯劳科 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 O R +++ LC 调查

40 雀形目 伯劳科 灰背伯劳 Lanius tephronotus O R ++ LC 调查

41 雀形目 卷尾科 古铜色卷尾 Dicrurus aeneus OP R ++ LC 调查

42 雀形目 椋鸟科 黑领椋鸟 Sturnus nigricollis O R ++ LC 文献

43 雀形目 椋鸟科 家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O R +++ LC 调查

44 雀形目 鸫科 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 O R +++ LC 调查

45 雀形目 鸫科 黑喉石即鸟 Saxicola torquata OP R +++ LC 调查

46 雀形目 鸫科 白斑黑石即 Saxicola caprata O R ++ LC 调查

47 雀形目 鸫科 紫啸鸫 Myiophoneus caeruleus OP R ++ LC 文献

48 雀形目 鹟科 乌鹟 Muscicapa sibirica OP WP ++ LC 文献

49 雀形目 鹟科 北灰鹟 Muscicapa latirostris P WP ++ LC 文献

50 雀形目 鹟科 红喉姬鹟 Ficedula parva O WP +++ LC 文献

51 雀形目 画眉科 白颊噪鹛 Garrulax sannio O R +++ LC 调查

52 雀形目 扇尾莺科 棕扇尾莺 Cisticola juncidis OP S ++ LC 调查

53 雀形目 扇尾莺科 灰胸山鹪莺 Prinia hodgsonii O R +++ LC 调查

54 雀形目 扇尾莺科 纯色山鹪莺 Prinia inornata O R ++ LC 文献

55 雀形目 莺科 黄眉柳莺 Phylloscopus inornatus P WP ++ LC 文献

56 雀形目 莺科 黄腰柳莺 Phylloscopus proregulus P WP ++ LC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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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雀形目 莺科 褐柳莺 Phylloscopus fuscatus OP R +++ LC 文献

58 雀形目 莺科 冠纹柳莺 Phylloscopus reguloides OP WP ++ LC 调查

59 雀形目 莺科 长尾缝叶莺 Orthotomus sutorius O R +++ LC 调查

60 雀形目 绣眼科 灰腹锈眼鸟 Zosterops palprbrosa O R ++ LC 调查

61 雀形目 长尾山雀科 红头长尾山雀 Aegithalos concinnus O R +++ LC 调查

62 雀形目 山雀科 大山雀 Parus major OP R +++ LC 调查

63 雀形目 山雀科 绿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OP R ++ LC 调查

64 雀形目 啄花鸟科 红胸啄花鸟 Dicaeum ignipectus O R ++ LC 访问

65 雀形目 花蜜鸟科 黑胸太阳鸟 Aethopyga saturata O R ++ LC 调查

66 雀形目 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OP R +++ LC 调查

67 雀形目 梅花雀科 白腰文鸟 Lonchura striata O R +++ LC 调查

68 雀形目 梅花雀科 斑文鸟 Lonchura punctulata O R +++ LC 文献

69 雀形目 燕雀科 黑头金翅雀 Carduelis ambigua O R +++ LC 文献

70 雀形目 鹀科 凤头鹀 Melophus lathami O R ++ LC 文献

1区系从属：O=东洋区；P=古北区；OP=东洋古北广布。

2居留类型：R=留鸟；S=夏候鸟；W=冬候鸟；P=旅鸟。

3相对多度：++++=优势；+++=常见；少见++；罕见+。



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报告

150

表 4 评价区分布的哺乳类物种名录

序号 目 科 中文名 科学名
数据

来源

区系

从属

相对

多度

保护或受胁

评级

1 攀鼩目 Scandentia 树鼩科 Tupaiidae 北树鼩 Tupaia belangeri 调查 O ++ LC
2 翼手目 Chiroptera 菊头蝠科 Rhinolophidae 马铁菊头蝠 Rhinolophus ferrumequinum 文献 O ++ LC
3 翼手目 Chiroptera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 pipistrellus 调查 OP ++ LC

4 长鼻目 Proboscidea 象科 Elephantidae 亚洲象 Elephas masimus 文献 O + 国家一级
CR

5 食肉目 Carnivora 鼬科 Mustelidae 黄鼬 Mustela sibirica 文献 OP + LC
6 食肉目 Carnivora 鼬科 Mustelidae 鼬獾 Melogale moschata 文献 O + LC
7 啮齿目 Rodentia 松鼠科 Sciuridae 隐纹花松鼠 Tamiops swinhoei 调查 OP ++ LC
8 啮齿目 Rodentia 松鼠科 Sciuridae 红颊长吻松鼠 Dremomys rufigenis 文献 O + LC
9 啮齿目 Rodentia 鼠科 Muridae 巢鼠 Micromys minutus 文献 OP ++ LC
10 啮齿目 Rodentia 鼠科 Muridae 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文献 OP +++ LC
11 啮齿目 Rodentia 鼠科 Muridae 黄胸鼠 Rattus tanezumi 文献 O ++ LC
12 啮齿目 Rodentia 鼠科 Muridae 白腹巨鼠 Leopoldamys edwardsi 文献 O ++ LC
物种编目说明：

1分类阶元：依据《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蒋志刚等，2016）。

2区系从属：O=东洋区；P=古北区；OP=东洋古北广布。

3相对多度：+++=常见；少见++；罕见+。
4保护等级或受胁评级：I=国家 I级重点保护动物；II=国家 II级重点保护动物；Y=云南省保护动物；CR=极危；EN=濒危；VU=易危；NT=近危；LC=
无危；DD=资料缺乏（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5特有性：Δ=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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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工程评价区鱼类名录

目名 科名 种名

鲤形目 条鳅科 密带南鳅 Schistura poculi
鲤形目 鲤科 云南吻孔鲃 Poropuntius huangchuchieni
鲤形目 鲤科 异斑小鲃 Puntius ticto
鲤形目 鲤科 细尾长臀鲃 Mystacoleucus lepturus
鲤形目 鲤科 少鳞舟齿鱼 Scaphiodonichthys acanthopterus
鲤形目 鲤科 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
鲤形目 鲤科 马口鱼 Opsariichthys bidens
鲤形目 鲤科 丽色低线鱲 Barilius pulchellus
鲤形目 鲤科 金线鿕 Danio chrysotaeniatus
鲤形目 鲤科 鲫 Carassius auratus
鲤形目 鲤科 高体鳑鲏 Rhodeus ocellatus
合鳃鱼目 鳅科 鼓颊南鳅 Schistura bucculenta
鲇形目 鮡科 老挝纹胸鮡 Glyptothorax laosensis
鲈形目 刺鳅科 大刺鳅 Mastacembelus armatus
鲈形目 鰕虎鱼科 红河吻鰕虎鱼 Rhinogobius honghensis
鲈形目 鳢科 宽额鳢 Channa gac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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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工程动物调查样线记录表

表 1 动物调查样线记录表 1

YX01 坐标
海拔

（m）
生境类型

样线长度

（km）

起点
101.23011914
21.90958820

664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经济林、农田、

小型河沟、村庄
2.45

止点
101.24038568
21.91937378

569

记录

日期
2023年 12月 7日

记录

物种

家八哥（3）、黄臀鹎（4）、黑胸太阳鸟（1）、山斑鸠（2）、
黑翅鸢（1）、大拟啄木鸟（2）、白鹡鸰（1）、棕背树蜥

（2）、普通翠鸟（1）、大山雀（1）

表 2 动物调查样线记录表 2

YX02 坐标
海拔

（m）
生境类型

样线长度

（km）

起点 101.21357626
21.92164327

576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经济林、农田、

水塘、村庄
1.84

止点
101.22743859
21.92675127

555

记录

日期
2023年 12月 8日

记录

物种

麻雀（7）、亚洲钳嘴鹳（5）、鹊鸲（1）、灰腹绣眼鸟（3）、
黄臀鹎（2）、凤头鹀（1）、黑喉石即鸟（1）、大山雀（1）、
红头长尾山雀（3）、山斑鸠（2）、白鹭（3）、原尾蜥虎

（1）、白鹭（1）

表 3 动物调查样线记录表 3

YX03 坐标
海拔

（m）
生境类型

样线长度

（km）

起点 101.21756339
21.96672839

751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人工林、农田、

小型河沟、村庄
2.08

止点
101.20380762
21.96755536

686

记录

日期
2024年 4月 5日

记录

物种

古铜色卷尾（1）、北树鼩（1）、棕扇尾莺（1）、大山雀

（2）、黑胸太阳鸟（1）、长尾缝叶莺（1）、冠纹柳莺（1）、

隐纹花松鼠（1）、蓝喉拟啄木鸟（1）、绿背山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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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动物调查样线记录表 4

YX04 坐标
海拔

（m）
生境类型

样线长度

（km）

起点 101.18346070
21.98421479 1127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经济林、农田、

小型河沟、村庄
1.52

止点
101.19503887
21.98447804

1002

记录

日期
2024年 4月 5日

记录

物种

棕背树蜥（1）、棕背树蜥（2）、红耳鹎（2）、灰眼短脚

鹎（1）、短嘴山椒鸟（2）、凤头鹀（1）、苍鹭（1）、家

燕（12）、山斑鸠（1）、隐纹花松鼠（1）、灰背伯劳（1）

、

表 5 动物调查样线记录表 5

YX05 坐标
海拔

（m）
生境类型

样线长度

（km）

起点
101.18558753
22.00418612 1165

阔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经济林、农田、小型

河沟、村庄
1.33

止点
101.19116180
22.00460545

1212

记录

日期
2024年 4月 6日

记录

物种

山斑鸠（3）、蓝喉拟啄木鸟（1）、棕背伯劳（1）、褐翅

鸦鹃（1）、噪鹃（1）、树鹨（1）、四声杜鹃（1）、灰腹

绣眼鸟（1）、隐纹花松鼠（1）、白喉红臀鹎（3）、古铜

色卷尾（1）、麻雀（3）、棕背树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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